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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知名经济史学家熊皮特提出：要实行经济学探究，有三

门经济学专业知识缺一不可，即经济理论、经济学以及经济

统计，此中经济学特别重要。熊皮特说“我愿意及时指出，如

若我从新开始探究经济史学，然而在这三种经济学科里只能

允许选择一种，那么我会决定经济史”[1]。但是在中国经济史

学界，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史的作用与效率欠缺明显的认知，

乃至毁谤经济史在经济学里的影响与地位，然而真正把经济

史探究和经济学探究心领神会的中国经济学家，于今并不常

见，这样就让经济史和经济学之间有一条望尘莫及的鸿沟。

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让中国经济史学探究无法深化下去，另外

经济史探究的严重落后也熏染了理论经济学探究的冲破，对

于当前这样的情况，作者认为经过分析中国经济史和西方主

流经济学两者之间的彼此关联与他们之间相互交流联系的重

要性，用来引发中国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一视同仁

的重视。

1  中国经济史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源

中国经济史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流而是源，熊彼特对此

有精深阐述，他认为：“经济学的实质，内容上是历史长河里

的一个特有的进程。如若一个人不驾驭历史原型，不完备得

当的所谓即使经验以及历史感，他就不能期望清楚每个包含

现在时代的经济状况。”历史的阐述不能是单一经济的，它必

须要反应有些不归于单一经济的制度方向的原型，所以历史

供应了最好的方式让我么清楚经济和非经济的原型是如何紧

密相连的，以及各样社会科学应当如何联系在一起[2]。我坚信

当前经济研究里所犯的基础失误，大多数是因为欠缺历史经

验，然而经济学者在其他条件方式的缺乏倒是较为不重要的。

1976 年麦克洛斯基指出关键表现经济史学价值的几个方面：

将经济史学当作经济学的根源，指的是经济史学的促进经济

学理论持续改进的来源，重点变现在两个方面。

1.1 通过经济史探究可以创新经济理论

道格拉斯.c.诺思在1993年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项汇讲里

说到：“经济史学是有关按照时序的经济成效的知识。我们探

究它的目标，不光是在于让我们对经济历史有了崭新的认知，

并且经过供应一种可以让我们了解经济变迁的研究框架，而

在经济学理论上有所功绩”。换而言之，经济史学探究不光可

以揭露经济开展变化进程，并且还可以促进经济学理论的改

进。二战以后没活经济学理论的繁盛，在很大进度上获利于

二战以后初期美国整体经济分析局势对经济周期史的探究。

以及对美国过去国民收益的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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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探究方向“一般性理论”是针对西方国家，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进展水平与非经济成分和西方

国家不同，倘若条件不相符，因而不能单一、干脆的按照这些理论来阐述近代中国，一定要先实行实用性查验，如若可以的话，需要实行假

定条件的创新性改动。中国的经济史学普遍目标实在探究近代中国经济史学的时候，将经济学理论实行约束、改良与恢复，探究被普遍行理

论所概括掉的非经济学成分，例如历史文化特性、制度管束要求等。近代中国经济史学的最长远方向是理论、统计、历史三者高度结合，参

加开创实用于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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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过经济史探究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经过经济史学探究对经济学理论实行真伪验证进而促进

经济理论的改进。所有理论，都得在一定的时代技能与布景

以及学术条件下形成的，具有时代的限制性。即使是真理，也

只可对客观事物的类似认知，不能够全部与客观事物自身等

同，所以他要持续的接纳考验，再次考验，进而存真去伪，存

真去伪自身就是一种改进，经济理论也不破例[3]。“经济学要

持续发展，就一定要一直坚持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样开放也

包含对经济史学的开放，也就是说要持续接收经济史学的事

实与经验的真伪认证。”在经济学进展的普遍时段，经济史学

持续为经济学理论供应实证资料，让经济学理论持续与发展。

2  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史探究的方法论

如若从方法论的方面来划分经济史学的话，经济史学大

致能分为两种：分别是研究性经济史学以及形容性经济是学

的。形容性经济史学侧重对经济开展的过去过程实行客观描

述，答复的是什么的问题，其知识价值也重点表现在其对经

济开展历史过程形容的全面性及客观性。研究性经济史学重

点要根据某种整体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史学发展过

程里的某些关键问题实行全面研究，以探索中国经济史学上

的经济秩序。根据两者的关系来说，形容性经济史学是所有

经济史学分析的根本，也是所有严格细心的经济研究的始发

点，不实行坚固的形容性经济史学探究，就不能够形成着正

真的研究型经济史学，更遑言高质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

过，以阐述经济历史作为自己责任的形容性经济史学著述，

只可以当做是探究进程里的一个时段性成效。而研究性经济

史学著述的形成一定要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引。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史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联系能

够总结为一句话：中国的经济史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源，

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实行理论改进一定要有中国的经济史学的

宇宙观。并且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引导中国经济是学探究的方

式论，换言之，在中国经济史学的探究里引进西方主流经济

学理论是实行中中国经济史学探究改进的重要所在。

参考文献：

[1]董志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 " 源 "、" 流 " 之辩[J].中国经济史研

究,2006(1).高德步.经济史与经济学[J].经济学家,1998(05):75-79+128.

[2]王玉茹.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J].学术月刊,2007(01):129-132.

[3]易棉阳.论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科学

版),2008,13(6):107-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