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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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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及其文化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

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理论体系应该基于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化背景，并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

这种理论，也应该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经济发展目标。本文对构建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进行

了研究，提出了以下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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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increasing position and infl u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n economic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is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China’s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In 
addition, this theory should also refl ect the core valu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style world economics theoretical body and proposes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for 
reference only.

[Keywords]   Chinese style; World Economics; Theoretical research

引言

构建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是一个具有挑战性

的任务。近几年来，对于经济学进行本土化、文化化的呼

声越来越高。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为

构建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

借鉴。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也为构建中国风格的世

界经济学理论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案例。为此，需要

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

践，推动经济学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相结合。基于此，探索

构建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就显得尤为必要，下文

将作具体分析。

1　构建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知识积累

1.1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发展脉络

第一，以“资本输出”理论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学。“

资本输出”理论是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自马克思

和恩格斯时代开始，一直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随

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沿着“资本输出”的路

线研究世界经济的俄国思想家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是全

球范围内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结果，是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

一定发展阶段。第二，以“结构主义”理论为核心的世界

经济学。在20世纪初，结构主义成为了世界经济学家们的

核心研究方向。他们认为，世界经济是由发达工业化中心

国家和欠发达农业、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的边缘国家组成

的。这种经济结构导致外围国家，依赖中心国家的技术和

大规模标准化工业品，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来获取外汇

以购买这些工业消费品。然而，随着中心国家收入水平的

提高，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使得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逐

渐恶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的时期，世界经

济学家也开始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

规律，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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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经济计划、国有企

业和集体所有制等特征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而资本

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则涵盖了包括技术革新、国际贸易和

跨国资本流动等方面的一系列主要特征。尽管结构主义理

论在20世纪后期受到了挑战，但它仍然被认为是，理解全

球经济体系形成及其演变的重要框架之一。此外，由于全

球不平等问题持续存在，结构主义的观点也依旧对于理解

和缩小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具有一定

现实意义[1]。

第三，以“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学。经

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越来越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全球经济体系。它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源于19世纪60-70年代的工业化和

技术进步，随后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高潮，并在新世

纪中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全球化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

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促进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可

以带来更广泛的市场和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此外，全球化

还加速了科技创新和知识共享，增强了各国之间的交流和

合作。

然而，全球化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全球

化并非所有国家均等受益。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竞争

优势，无法参与全球贸易，因此处于劣势地位。其次，全

球化也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垄断和资本集中，导致收入差距

加大和贫富分化扩大。再次，全球化还加剧了环境问题和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是一个全

球化发展的成功案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

球化进程，并在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和金融领域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建设受益于全球市场

和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国还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和交

流，成为世界各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然而，中国在

加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了许多挑战。如何解决资源

和能源的短缺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社会

公平和民主等问题，都需要中国继续努力和探索[2]。

1.2　西方经济理论的国际经济学发展脉络

国际经济学主要基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原理，旨

在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金融和投资关系。国际金融

理论探讨汇率决定问题，经历了从“国际借贷说”到“购

买力平价”理论，再到“均衡汇率”理论的发展历程。国

际收支理论从凯恩斯的乘数分析方法到马歇尔的弹性分析

法，逐渐从狭隘的经常账户分析方法，拓展到更广泛的开

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影响

国际收支和汇率的因素。

2　构建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实机遇 

2.1　多元化世界经济格局逐步形成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导致整体经济环境

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明显放缓。在

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推动下，世界经济逐渐恢复活力。

这些国家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的贡献率已超过

30%。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

从过去的3%左右回落到后期的1%左右。在全球GDP排名前10

的国家中，新兴经济体占据三席，成为全球经济势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

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使得国内经济更加均衡和可持

续发展。

相比之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乏力。它们面临

着过度债务、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加之

COVID-19疫情的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更加不确

定。因此，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朝向多元化

方向转变，也正是因此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和挑战。

2.2　世界经济岀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全球化曾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和成就。然而，在近年来经济停滞的背景下，逆全球化的

浪潮正在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由于经济增速下滑，世

界贸易和投资也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出口和FDI净流入占比

持续波动下降。这一现象推动着世界贸易规则的转变，由

开放的全球主义向整体的区域主义转变。各个主要国家倾

向于区域贸易安排，形成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集团，如亚

太自贸区、RCEP和“一带一路”。

2.3　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愈益加深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它涉及全球各国的

经济、贸易、技术和金融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和合作。全

球价值分工网络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

建立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关系和全球价值

链，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动关系。在全

球价值分工网络中，发达国家成为科技和金融中心，提

供高端技术和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成为制造业中心，

提供廉价商品和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大国成为初级产

品供给中心，为世界提供原材料。同时，全球分工已从

产业间发展到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企业生产专业化程

度逐渐提高。

3　构建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

3.1　研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目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仍然存在，由于国家间和主体间

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要素流入

的政策，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从而影

响经济发展战略和道路选择。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国就需要研究全球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发展的新动向，分析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以

及逆全球化倾向下的关税调整和优化，寻求实现世界经济

再平衡的路径。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是促进全球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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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投资的公平、开放和包容，并采取政策措施，鼓励发

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其生产要素的竞争力。此

外，可以采取各种措施，防止高级要素流失，如通过技术

创新、拓宽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等。全球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成功，取决于各

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在发展全球经济的过程中，需

要各国协同推动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和可持续发展，并积

极寻求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方案。

3.2　研究构建包容均衡的全球价值链

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趋势，通过利用

全球生产要素和市场来获得价值，各国可共同实现经济发

展和繁荣。然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国际

价值的不公平分配和交换问题，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    

议题。

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为构建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具体研究中，应强调国际价值论如

何成为贯穿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线，尤其是在处理国

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问题时。同时，还需要深入

探讨当今世界的国际价值及其新特征，以及如何构建包容

均衡的全球价值链，以确保国际价值的公平获得和交换，

实现全球经济的包容和均衡发展。

3.3　研究构建世界经济发展新模式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

速发展，信息化正推动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代

的到来，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为了适应这个时代的

要求，就需要深入研究信息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并推动

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首先，我国应该研究信息化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

式的变化。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生产方式正在被颠

覆，新的生产方式不断涌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

产品、服务和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这些

新型的生产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和效率，同时降低

成本和资源消耗。其次，我国应该研究信息化如何优化产

业结构，并提高生产效率。信息化的发展对各种产业的影

响不同，但总的趋势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通过信

息化，企业可以实现更高精度、更高效的生产流程，并实

现资源共享和优化管理。同时，信息化也能够推动不同产

业之间的融合和协作，形成全新的产业生态系统。

再次，我国需要探究信息化如何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信息化使得跨国公司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全球化经营

活动，降低了跨境交易的成本和障碍。此外，信息化也促

进了知识、技术和文化的全球流动，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我

国还需要分析下一代人工智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

性和现实性，以及催生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机制。人工智能

的发展将深刻地影响各行各业，从而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3.4　研究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其独

特的思想体系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当

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国应

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理念为人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融入中国精神，即用和合

思维、整体性思维来分析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这

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协调与合作，而非竞争与对抗，在推

动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

国还应充分发挥自身在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的代表作

用，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通过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中国有望推动

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增强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

语权，为世界经济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善于胸怀世界经济稳定和

发展大局，用中国智慧和世界眼光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中的

新问题和新矛盾。在当前全球化、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等

多重挑战下，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应该积极参与并推

动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协助各国适应变革的形势，共同

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4　结束语

总之，构建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需要结合中

国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情况，充分发掘本土经验并汲取

国际成果。这一过程既需要学者们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证研

究，也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与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成

功经验，不仅来自于其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实践，更

源自于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面对全球化和数

字化等新挑战时，中国风格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需要关注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增长，以

及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研究。相信未来，中

国经济学的发展将为全球经济理论研究提供更多新思路和

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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