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20届年会综述

2018年10月13日-14日,由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主办,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

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共

同承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前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

20届年会,在南开大学成功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

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全国50多所高等院校

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此外,《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当代经

济研究》等多家媒体代表出席了会议。专家学者们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

展前瞻”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是逐步形成能够与西方主流增长理论、
发展理论分庭抗礼的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关键。

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需要满足人民需要,加强改革和完

善经济制度,深入研究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对世界

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融合发展研究。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从发展目的论、全面发展论、发展阶段论、
发展要务论、发展动力论、发展方法论以及新发展理念等几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国防大学张军果教授认为,以“七个坚持”为核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是五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南开大学刘凤义教授指出,由于资本本性与互联网共享属性间的冲突,改
变了资本原有的积累方式,所谓“共享”经济,其实质仅是商业模式的变革。

南开大学张俊山教授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有着理论、历史与实践上的必然性,是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的必然结果。山东大

学臧旭恒教授指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的良性互动,
实现消费品品质的升级换代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天津师范大学吕景春教授指出应当大力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应对新时代矛盾新变化。天津师范大学丁为民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阶层分

化导致利益多元化,不同阶层在发展中利益矛盾凸现,要正确处理各个利益集团、阶层之间的利益矛

盾。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则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既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
又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西南财经大学程民选教授研究了在我国部分典型农村地

区“统分结合”的两种模式。
吉林财经大学丁堡骏教授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塑造全新的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南开大学王昭凤副教授分析了不同社会性质的产权制度形式,指出应当用产权的概念来理

解国有企业内部关系。

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实现途径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什么,
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黄泰岩教授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跨越三个关口,即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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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培育新动能。跨越三个关口需要建立一个包括七个方面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七个方面概括

起来就是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两部分。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构建了一个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指出

明确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标准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辽宁大学谢地教授指出东北经济要从根本

上走出困境,必须着力解决畸“重”型产业结构的周期敏感问题,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黑龙江大学

乔榛教授则提出振兴东北应遵循三个结合,即把发挥资源优势与形成高质量增长结合起来,把发挥

区域优势与国家对外开放新战略结合起来,把积极推动振兴与争取中央支持有效地结合起来。
南京大学郑江淮教授分析了中国中间品创新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提升这一独特现象,指出中间品

创新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形成与攀升,契合了中国作为中间品制造业大国的独特实践过程。南开大学

杨光副教授利用微观数据检验发现虽然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流动性支持创业,但民间借贷

对创业的决策和规模依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山东大学杨蕙馨教授从二维视角和四个层面分析了

新旧动能转换模式以及转换着力点,并从新产业生态系统视角提出了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南开大学

姜磊副教授运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遵循比较优势程度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现企业遵循比

较优势有助于其杠杆率下降。中国人民大学张培丽副教授分析了传统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的巨大生

存压力,指出消费升级、产业转型等为我国民营企业创造了巨大发展机遇,要将这些机遇变为现实,
需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福建师范大学黎元生教授指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改革中的共同体理念包含自然命运共同体、
社会群体利益共同体和生态保护行动共同体。浙江财经大学钟章奇副教授将气候变化纳入对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研究中,验证了气候异常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南京大学范从来教

授介绍了土地财政与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调整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土地财政与城市功能之间关系的

思考。浙江财经大学李钧博士分析了土地财政、融资结构与公共选择的逻辑,针对地方政府视角下

的土地财政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将土地财政放在我国基本制度结构中进行考察,进行了研究视角的

转换。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

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道路和经验的回顾与总结对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
西南财经大学王朝明教授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与演变,并从五个方面

展望了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北京师范大学赖德胜教授研究了周期性外部冲击对我国

就业的影响,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西南财经大学袁正教授以中国人民为什么富起来为题,对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道路进行了总结分析。南开大学张海鹏副教授认为,经济发展形成的经济实力、
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优势、科学的扶贫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成就的三个互相关联的

原因。
天津师范大学李家祥教授指出,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主线在改革开放的前三个十年中依次

为:“对外开放必要论”“加快对外开放论”“提高开放水平论”,在第四个十年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论”。复旦大学周文教授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认为有效的国家建构是保

障国家繁荣、促进国家快速崛起的重要因素。湖南大学陈乐一教授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打下基础的年代,回顾20世纪80年代我国物价周期波动能够总结出对于当前和未来

我国物价周期波动可借鉴的经验。山西师范大学陈燕妮副教授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发

展划分为几个阶段进行了回顾,提出了前瞻性的思考。

(南开大学 姜 磊 赵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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