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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理论，也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

成。在理论演进的过程中，新发展理念是其继承和发展，并与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体现着强大的时代

特征和现实意义。新发展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指导作用体现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即新发展理念是指

导思想，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具体实践，两者在内容、逻辑、结构上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理论分析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发展理念指导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包括产业均衡、城乡

区域、绿色生态、开放经济、收入分配、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七个方面。这一体系的构建对扭转经济结

构性失衡、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深化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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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s the classical theory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also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evolutio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s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is consistent with its internal logic, reflecting the powerfu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eco-
nomic field is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at is, the new devel-
opment concept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and they form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linked together in content, logic and structure. I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Marxism theory and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re used to guide the con-
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cluding industrial balance, urban and rural areas, green 
ecology, open economy, income distribution, market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The construc-
tion of this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erse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the economy, re-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epen the 
macro-control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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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及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产业

结构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区域发展鸿沟拉大，自然环境与发展的不协调程度加深，收入分配不均趋势

加剧，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构建不够完善。为了解决上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化解各种矛盾，十九大提

出用新发展理念指导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的思想。2018 年 1 月 30 日，中央对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专

门进行了一次主题学习，习近平同志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的产业、城乡区域、绿色、开放、收入分配、

市场体系以及经济体制一共七个方面的内容提出新的要求 1，其中涵盖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层面、各

领域、各环节，这既是对我国未来发展蓝图的设计规划，也是社会发展各方面关系的综合体现。十九届

五中全会继续从国家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定了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间是 2035 年。

并且还提出我国发展的主题依然是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需要通畅的国内外双循环才能形成，供需两

端继续迈向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生产和生活方式都要进行绿色转型，这些方面都是对构建现代化经济

Open Access

 

 

1 说明：十九大报告从六个方面对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阐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8 年 1 月 30 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

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新要求：一、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二、要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三、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四、要建设彰显优势、协同联动的城乡

区域发展体系；五、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六、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七、要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七个“要”涵盖并扩展了上述六个方面的内容，所以本文以这七个方面为

准进行论述。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310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屈凯 

 

 

DOI: 10.12677/ass.2022.113107 750 社会科学前沿 
 

体系的进一步深入。学术界对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程恩富和柴巧燕

(2018)对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给出了基本的框架，这个基本框架是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七个方面的一

种理论延伸，并且提出在构建过程中需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1]；同时，程恩富和高建昆(2019)还提出了

在构建过程中，需要根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把握系统内的一系列重要关系[2]。本文正

是借鉴了这种思想，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内容上和逻辑上的重要关系。还有一些学者

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王志伟(2018)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深入地

阐述[3]；刘伟(2018)认为基于新时代经济特征，应该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新发展理念付诸现实，真正

落实在经济领域[4]；顾海良(2016)从马克思理论的视角阐述了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入到经济运行的各

个方面[5]；方兴起(2019)基于马克思理论的视角，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科学分析[6]。这

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从马克思理论分析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本文在借鉴上述学者

分析视角的基础上，通过追溯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对这七个方面的逻辑脉络进行一个梳理和分析，并进

一步阐释了其中蕴含的现实经济意义。 

2.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演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将商品这个“细胞”作为研究起点，逐渐延伸到生产力发展、经济均衡增

长、绿色生态和谐、国际价值规律、收入分配等诸多领域。这些经典理论对当时社会进行了科学的现实

性批判，启发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我国，由于当代国情不同，发展路径不同，新情况和新

问题不断出现，在理论研究上需要不断对其进行继承和创新，这样才能适用于新时代我国发展的需要。

在创新马克思理论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新发展理念”[7]，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个方面的内容都可以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找到理论阐述和分析，也同时深刻凝结着我国具体实践发

展的规律。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理论在国家层面的具体实践和科学论证的结晶。 
当研究视角聚焦在经济领域时，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体现在如何运用新发展理念指导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构建方面。新发展理念指导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思想宗旨和基本逻辑，

二者的关系是：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思想，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二者本质上是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在内容、逻辑、结构三方面相互契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有从新发展理念的视

角作分析，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律(王朝科和谢富胜，2019) [8]。二

者在主要内容和基本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是：创新和协调发展理念指导产业体系的构建，当前我国产业发

展严重失衡，亟需通过技术进步的推动和两大部类的协调来实现产业的升级和平衡；协调发展理念指导

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的构建，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块短板，如何缩小这个差距、补

齐这块短板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绿色发展理念指导绿色发展体系的构建，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的

前提下进行发展，这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开放发展理念指导全面开放体系的构建，我国与全

球其他国家的发展被产业链、价值链紧紧捆绑在一起，产业技术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彼此不能分割，

所以要继续推进全球经济、贸易、产业、技术等全方位一体化的合作；共享发展理念指导收入分配体系

的构建，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分配好蛋糕，这样才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使人民都能享受到发展所

带来的红利；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制度保障，两者确保新发展理念在经济领域

的具体实践，即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七个方面的构建和完善。 

3.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在产业、城乡区域、绿色、开放、收入分配、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一共

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地阐述，由此可以刻画出一条分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逻辑主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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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及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以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为要点，围绕增强经济动力、优化经济结

构、完善经济制度这一核心命题，对现代化经济体系七个方面的内容展开诠释和分析。 

3.1. 产业发展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产业均衡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从产业非均衡开始分析，系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具体从整体性和结构性两个层面展开，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产业均衡发展理论。从产业外部的整体性分析，

按照使用价值的最终用途可以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和生活两种资料，这两者所对应的产业部门就是生

产和消费部门。在他看来大多数生产的作用基本上是为了消费而服务，当生产过剩和消费购买能力不足

并存，甚至对立时，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出现从行业开始逐步蔓延到系统

性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股市崩盘、物价飙升、失业人口增加等经济严重衰退甚至萧条的现象，这就

是产业失衡发展所导致经济危机在全社会现实层面的反映。从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分析，马克思非常重视

产业之间及内部的相互依存和共生的关系，他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社会进步作了高度评价，也大量论

述了工业发展所带来社会的财富巨大增加，但马克思从未忽略农业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地位，以及它对

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指出农业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一形式是经济的基础，工业产品滋长于农

业并且是农业发展的派生品。与此同时，马克思通过严密的推导，得出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实现

条件，对这个实现条件过程的分析构成了我国产业均衡发展的理论基础。当前，我国产业体系以实体制

造业为主，所以只有实体制造业发展的兴旺才会有整体经济的发达。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国

外需求锐减，加之我国实体制造业一直以来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金融服务实体力度不够、管理人员

水平不高等弊病，导致产业之间及内部的运行严重失调，直接威胁到整体经济的动态平衡。为了解决上

述问题，通过分析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科学技术、虚拟经济、人力资本对产业发展的研究论述，可以

找到指导我国产业高质量均衡发展的动力源泉。 
1) 科学技术与实体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及作用，他认为科学技术促进了机器的发

明和社会化大生产，机器才可以替代劳动力，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

所认为的，随着工业发展，财富和资本的积累主要取决于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准确地说是科技在生产上

的应用[9]。这实质上一方面在强调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产品附加价值的提升，以及技术研发转化到具

体生产上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技术的应用对促进实体经济收益和利润增加的作用。在产业发展

过程中，马克思还着重强调资本与科学技术的相互作用，他认为科学技术当被运用到实际生产中时，资

本才能被最大化的利用起来，资本的配置效率才能显著提高。 
2)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利润是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并且是对其剩余价值的一种分割，也就是说，虚拟经济的

利润增长的快慢和利润数量的多少是受制于实体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在信用制度完善并健全的情况下，

当实体经济发展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必须凭借虚拟资本来壮大自身的发展，同时实体经济发展的好坏也

会反作用于虚拟经济，二者由此形成了相互促进和依赖的不可分割关系。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

于其利润增长的速度不及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当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完成“惊险的跳跃”之后，一旦

遇到资本积累的短缺和信用体系中的违约问题，膨胀的虚拟经济泡沫就会破裂，市场上就会出现信贷紧

缩的现象，从而造成实体经济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这种态势发展严重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危机。如此可

见，虚拟经济对实体的发展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发挥什么样的效应取决于二者相对发展的状况。从

长期来看，由于资本天然的具有逐利性，所以它的总体趋势是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也就是虚拟经济部

门。但很多时候实体经济的利润是无法支撑起不断膨胀的虚拟经济，由此会导致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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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泡沫破裂后，经济危机的爆发会严重打击到两个部门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和阐述正是当前我国

所处的境况和需要直面的问题。 
3) 人力资本与实体经济 
人力资本是一种高质量的生产要素，《资本论》通篇都在强调劳动价值的重要作用，劳动者的素质

和技能是劳动价值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认为所谓的高级工人要么是具备了扎实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

要么是具有一定工艺和技术的人才[10]，这种既有科学技术又有工艺技术的劳动力不是一般的简单劳动，

而是具有较高技能的复杂劳动，一个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劳动集约型转变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

技能。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教育学习和职业培训对提升人力资本的作用，因为他认为普通技能劳动发展成

为高级技能劳动的前提是教育和培训[11]。可见劳动者技能水平的高低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这也是我国实体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3.2. 城乡发展体系的理论依托——马克思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马克思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分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从分离、对立到最终融合的转变过程，这是马克思

恩格斯基于自身所处时代，在客观分析过往历史和当时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对城乡最终融合的必然趋势

进行的科学预判。 
1) 城乡分离对立是必然过程 
马克思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状态是大工业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生产力变化促使社会分工形成，而这

种分工导致了城乡在产业分工中各自的角色被强化，即城市比乡村的作用更重要。因此城乡差距被拉大，

两者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由此产生，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马克思从两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问

题，一方面他指出社会分工对这种分离、对立状态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了城乡分离、对立的结果是个

人不得不屈从于分工，甚至将劳动者异化为受局限的动物，从而加重了城乡分离对立的状态。当城市中

集聚了大量的生产要素时，城市发展将更加迅速，而乡村发展将更加缓慢，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势促使分

离对立的关系被进一步拉大，这个结果就是城乡分离的结构不断加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出来。 
2) 城乡融合是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分析城乡分离和对立状态的原因、现象和结果的基础上，立足历史唯物史观，对这种状态

不能长期维持进行了预判。他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改善，城乡长期分离、对立

的矛盾和弊端会不断暴露出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产业的转移促进城乡融合是一个必然选择。

首先，从大工业发展的历史维度展开分析，论述其在产业布局均衡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预言城市和

乡村最终将融合发展并不是空想，而是一种发展的必然结果[12]；其次，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

能的，而且也是工业、农业等产业发展和民生公共服务所需要的[13]。可见，通过融合才能合理地分配、

利用城市和乡村的各种资源。 
由此，可以梳理出马克思城乡发展的逻辑脉络：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分工→商

业与工业劳动分离→城乡分离→生产力高度发达→产业布局变化和生活需要→城乡融合。城乡分离和对

立状态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是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在发展初期工场手工业使农业集中于农村，工业

集中于城市，这是由于产业发展的状态决定了产业布局在空间区位的分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种产业的布局就会随着城乡间产业的分离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为随着产业发展，生产厂房要向原

材料生产地集中，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原材料生产地一般集中于农村地区，这样城市里的工厂就需

要转移到距离农村较近的地带。加之，当时工业革命导致城市生存环境极度恶化，城市中大量的资源就

开始向农村转移。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描述的一个情景：资本家开始想办法把企业迁移到离

城市较远的农村去经营[13]。在产业不断向材料原产地转移的过程中，发展的差距会逐渐缩小，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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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必然趋势。但需要强调一点，这种融合不是趋同化，而是城乡之间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

利用资源禀赋，合理定位自身作用，从而形成了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城乡发展体系。 

3.3. 绿色发展体系的理论传承——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观 

绿色发展体系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命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自然是一切生产力的源泉。

自然力和自然条件对人类生产具有深远的影响，生产和消费的废料再利用促进了生态循环，这些思想都

在阐明他们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观。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观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天然的具有对各种物质吸收和分解的功能，这构成了大自然可以进行新陈代

谢的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从劳动开始的，通过劳动的方式与自然界进行“物质

变换”，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认为

人类可以通过劳动的方式利用自然，以达到为自身服务的目的。当然有一点需要注意，人类在改造和利

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尺度，严格遵循大自然的法则，否则恩格斯所预言的大自然对我们进行报复

的情况就会出现。人类为了生存要适应自然，大自然也有自我修复和补偿的能力，但是当人类的行为和

活动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阈值时，生态环境就会被破坏，这种情况下大自然就会给人类生存和活

动带来负面作用。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已经注定不可行，盲目追求 GDP 而忽略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的做法

不可取。 
2) 自然生产力与自然条件 
人类改造和利用大自然的行为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界，马克思通过引出“自然生产力”和“自然

条件”的概念来说明这个过程。按照他的说法，自然生产力就是自然界本身存在的一种力量，水力、风

力、蒸汽动力都是自然力[14]。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自然力，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的行为，才

能在大工业生产过程中最大化地利用自然界的力量。与此同时，也要做到“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

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15]。人类必须合理地利用自然力才能保持人类活动一直处

于自然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马克思还提出“自

然条件”这个概念，这是指生活和劳动资料自然富源，这两类自然富源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

在发展初级阶段，由于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生活资料自然富源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在发展较高阶段，

由于生产变得复杂，生活变得多样化，这时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自然富源。在自然条件的限制下，应

该合理应用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采用不同的发展方式，发挥自然力和自

然条件的最大效用，这样不仅能促进社会生产最大化，而且可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所以马克思论述

启示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顺应自然的发展，在自然条件下发挥自然力的作用。 
3) 循环经济的思想 
人类与自然在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不断地从自然界汲取物质能量，同时排出生产和消费的排泄

物。自然界对这些排泄物有一个循环再利用的系统，这样才能保持物质利用、排出、再利用这个循环体

系的动态平衡。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后，特别是工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大大提高，人类对自然

界开发过快，远远超过了自然界自身循环再利用的速度和所能承受的限度，这就造成了工业革命时期欧

洲的伦敦、巴黎等主要城市河流污染、空气污浊、街道肮脏不堪的现象。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家盲目追

求超额利润的恶果，在《资本论》强烈地批判了这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并且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来

说明他的思想，具体的机制就是：当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后会有大量的排泄物生产出来，通过密集型劳动、

先进的机器和技术进步等方式促使排泄物变废为宝。由此可知，马克思是在向我们传递一种可持续发展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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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面开放体系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 

马克思在继承并批判威廉·配第的“整个商业界的世界贸易”、亚当·斯密的“世界商场”、西蒙

斯的“世界市场”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理论。他的观点是：当资本主

义国家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内生产过剩矛盾会逐渐凸显出来，这时就需要通过对外输出来缓解这种矛盾，

而新航线的开辟为这种输出提供了基本条件，所以对外贸易后来就逐渐演变为资本输出的方式和工具。

当时这种贸易活动确实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内危机的缓解，他们开始利

用保护关税的手段来促进国内市场和企业的发展。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行为在 100 多年以前就已经

存在了，马克思也强烈抨击了这种错误的行为，认为这严重违背了国际价值规律。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

主义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理论，可以论证当前全球化是个必然趋势，而逆全球化是极端错误的行为，

这也是我国构建新型全球化和全面开放体系的理论来源。 
1) 全球化的必然性 
从当前世界经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可以被称为研究全球化理论的先驱。虽然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没

有全球化的字眼，但他以“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国际价值规律”等概念来说明全球化的思想。

同时，对全球化的趋势进行了精准的预言，特别强调资本中蕴含着世界市场发展趋势，这是资本全球化

的特征，并且深刻地指出持有资本的人将努力消除地域和国家的限制，通过肆意扩张的方式攫取剩余价

值。这种势头逐渐蔓延到全球其他国家，将其发展成为他们的市场[16]。马克思还对全球化形成过程进行

了详细地描述，他认为由于新航线的开通，交往逐渐加深，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市场不断扩大成为世界

市场[17]。在这种世界市场形成的趋势下，马克思肯定了工业革命确实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当

时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需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消费，否则他们将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资本主义

国家必须拓展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来消化本国的商品。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结合当前的现实情况，可以

看出一个经济体必然是需要开放的，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解决国家内外联动的问题。当前我国提出

的建设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就是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通过推动更深

层次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全球各个国家经济的良性互动。 
2) 逆全球化的错误性 
当今全球贸易日益频繁，国际分工不断加深，各国之间被全球贸易链和价值链捆绑在一起。但这种

趋势正在被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破坏，全球化的发展成果正在被侵蚀。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错误的做法将严重危害全球的发展。目前特朗普政府针对我

国的做法就是一种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马克思曾用工场手工业的保护办法来批判资本主义在世界

市场上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市场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对国外市场实

行差别关税政策[18]，这样区别对待的结果在短期内看起来是保护了国内企业，但从长期来看，结果只能

使国内的企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19]。这也正是目前美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战的真实描述，说明这种行为

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屡见不鲜了，保护关税一直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而对于这样的行为，马克

思也直言不讳地道出：在大工业的时代，保护关税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行为[19]，只有通过全球化自由

竞争才能发展壮大本国企业，逆全球化必然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了全球的发展。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贸易链和价值链中处于中高端水平，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低端水

平，国际经济秩序始终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操控。加之，当前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行逆全球

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进程举步维艰，贸易自由化难以顺畅进行，国际价值规律不能发挥作用，造成

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状态。这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利。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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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亟需重塑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的目的是给人类创造

了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全面发展的环境[20]，在这个环境当中，国际分工不断加深，国家之间在商业、技

术各方面交叉合作越来越紧密。所以，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各个国家都处于全球产业链当中，发展的

必然趋势是要形成一个利益合作的共同体，只有在这个共同体内，各国的发展潜力才能发挥到最大化。

鉴于此，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各个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发展平台，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

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3.5. 收入分配的理论发展——马克思分配理论 

分配制度是一个社会总产品被如何分割和配给制度的总称。初级的分配方式是按照劳动、资本、技

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决定的，而高级的分配方式，依据马克思的设想是按照人的需求决定的。在经济

不发达的初级阶段，马克思认为应该按照劳动分配社会资源，劳动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是资源分配

的标准。所以，一个分配制度必须建立在明晰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分配方式的不同往往体现

着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制度是在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上建

立起来的，从这个视角来分析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

入分配体系。 
1)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分配和生产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五十一章用了整整一章的

篇幅来阐释分配和生产的关系。他先从总价值的三种分配方式说起，强调当蕴含价值的生产要素在不同

所有者之间分配和流通的时候，就产生了分配关系，可见分配关系是形成于生产过程中。在社会生产中，

不仅生产出物质资料，而且诞生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两者必须与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生产力相适

应。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如此可以推断出生产力的发展

状况决定了分配关系，即生产决定分配，这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可以被分配社

会总产品的多寡。当上升到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的问题上时，生产力、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三者需要相

互协调形成一个有机体，分配制度才能与这个有机体相契合共生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要

与现阶段发展状况相适应。 
2) 收入分配与所有制关系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来源，有劳动才能创造出价值，有了价值才能谈分配。所以分配

必须首先在劳动价值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其次才是其他分配方式并存和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一个

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分配制度，我国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是坚持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由多种所有制决定的。这是由于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是不同的，这样的分配制度目的是为了平衡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关系，实质上是要调整劳动和资本

的配比关系，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资本有机构成，保证分配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形式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群体的共同富裕，在社会的

高级阶段，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合理的分配，每个人的福利达到最大化。在我国，收入分配制

度既要追求效率也要实现公平，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从而达到马克思

所说的“永恒正义”的境界[21]，这样才能体现出发展为了每个人，这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 

3.6.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的理论保障——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 

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成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是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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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系的基础和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逐渐凸显。具体

表现为市场机制通过资源配置来调节市场的正常运行，此时既要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充分利用

好政府的作用。市场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实现的，政府作用是通过宏观政策调控来实现的，需要在

深入研究马克思市场和政府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以保障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完善和良好运行。 
1) 价值规律是市场机制的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第二篇第十章中提出市场价值的概念和作用，他从市场价格、供求、

竞争三个机制的内在联系开始分析，详细阐述了市场机制运行的全过程，为分析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

基础。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价格机制起着决定性的调节作用，是市场调节社会供需平衡的核心，但

是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价值规律才是真正调节市场运行的最本质的规律，而市场机制作用

的发挥都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市场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市场上商品的平均价值，他认为供求

关系决定了市场价格，而市场价格体现着市场价值。对于竞争机制，他认为这是在市场上通过经济个

体的竞争，使各种偏离市场均衡的因素相互抵消的一种作用，它使得利润被平均化之后转变为平均利

润，这样就实现了市场的平衡。马克思的这些观点都在说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社会总供需的表面

现象，从根本上来讲是价值规律调节着劳动、资本、产品等要素在各部门之间分配和流通，所以说价

值规律是市场机制的基础。 
2) 强调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过于崇拜自由市场而忽视了政府作用的基础上，阐述了他对未来社会中政府

调控经济职能的设想。他认为无产阶级建立起政权后，首先应该将所有资本集聚到无产阶级政权手中，

消除私有制，这样国家对于资本就有绝对的控制力，对资本的分配就非常有效，可以显著提高资本配置

率以及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率。马克思设想当一个社会推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商品和货币的关系

逐渐被取消，个人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到这时候民众就会组成自由人联合体，运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

进行生产和劳动[22]。由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就会造成社

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并且会爆发周期性的危机。解决这个矛盾以及避免经济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

发挥政府作用，有计划地调节经济就是避免经济出现危机的有效方式，当无产阶级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

后，政府有效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调节

作用必须是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他强调“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

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23]。综合上述分析，在资源配置中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

重作用，这样才能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以这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为核心，并且结合当时社会具体

发展情况建立起来的。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任务是提高经济的效率和质量，为了激

发经济活力，还必须保留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所以相应的所有制结构是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不能只

有公有制，还必须将其他所有制纳入进来，由此就形成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公有制是马克思基

于当时社会状况所设想的，属于社会主义的特征，而多种所有制属于我国特有的部分。马克思通过对价

值规律、市场机制、经济制度等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形成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 

4.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经济意义 

通过梳理马克思关于产业、城乡、绿色、开放、收入分配、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的理论阐述和逻辑

分析，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蕴含的基本逻辑，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探析

它对现实经济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构建现代化经济体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重点是供给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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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通过促进经济的质量、动力、效率三大变革，调节经济结构的供需动态平衡，达到扭转经济结构性

失衡、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目的。 

4.1. 扭转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必然举措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是一种徘徊在“L”型底部的状态，未来经济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增加，学术界对

这种经济下行的原因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有周期性的原因，更多的是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体

现。当供需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就造成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状态，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

第一大问题。马克思通过整体性和结构性两方面均衡来阐述产业均衡发展思想。我国目前失衡状态表现

在诸多方面，产业方面的失衡突出表现在实体经济方面，实体制造业长期以来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

价值低、产业体系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等问题凸显；金融服务和支持的力度不够，由于利润率下降导

致更多资本进入虚拟经济；人力资本不强，高素质管理人员、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城乡区域方面，由

于户籍和土地制度滞后，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失衡特征格局不断加深，重点表现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

中西部在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服务、基础建设等各方面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方面，由于受

到产业技术升级调整的影响，低技能人员持续增收困难，少数的高技能人才收入偏高，再分配调节机制

还不够完善，税收设计还存在漏洞，社会保障水平不够高，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绿色发展方面，经济

社会发展过程中破坏环境、资源紧缺、气候变化等问题暴露出来，这是在发展初期没有注重保护环境造

成的恶果，现在必须予以重视。 
为了扭转上述诸多方面的失衡状态，必须先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找到理论解释。社会资本再生产理

论是分析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不仅仅观察经济体失衡的表象，而是更加深入地剖析失衡

状态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这个角度分析，现代化经济体中提高生产力方面包括产业、城乡区

域、绿色发展、开放经济，改善生产关系方面包括收入分配、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可见构

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从提高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两方面共同来扭转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 

4.2. 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在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矛盾始终存在，并且分为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物的发展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未来如何发展首先要明确这个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国家根本立场是以人

民为中心，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所以主要矛盾的聚焦点一定是围绕着人民展开，与人民的需求切实

相关。与此同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经济质量有待提升，发展过

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各个

方面，但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还要从经济领域着手，这样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成为化解社会主要矛

盾的一把钥匙。 
从需求侧来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更高的工作收入、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更美的生活环境

的需求；从供给侧来讲，就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当前这个问题表现为产品质量不高、城

乡区域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收入分配不均、市场体系不完善、经济体制不健全。由此我们

可以明确人民需求和社会供给问题就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降低人民

的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标准，那么就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以人民对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重点，强

化供给体系与需求变化之间相匹配，促进整个经济体提质增效。所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是从供给侧

来化解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最终归宿，通过平衡供需两侧的矛盾，从而达

到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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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促进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最大的特点是经济由数量增长型转变为质量提高型，经济

发展方式由注重规模报酬和速度增长转变为注重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这些转变是我国迈向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马克思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观点

是从商品生产质量、使用价值与质量关系、劳动力质量、土地质量等微观领域展开，延伸到强调质量的

再生产循环链、内涵式再生产、节约型增长方式等宏观领域。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经济质量发展的思想

论述，指导着我国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出发，促进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现代化的衡量必须以国际标准为依据，

所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意味着是一个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中高端的产业体系基础

上的高质量供给体系。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通过资源要素大量投入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

在资源紧缺的今天已经难以为继，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要素的投入数量转变为注重要

素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沿着高质量产业体系的路径，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土地等

传统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技术、金融、人力资本等优质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

现各类要素边际生产率和边际报酬最大化。高质量城乡区域体系要促进城乡和区域之间各种资源的高效顺

畅流动，通过构建现代化的城市群、高质量的经济带和自贸区，利用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缩小城乡二元经

济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高质量绿色体系要加强绿色技术的开发利用，发展低碳经济，降低能源强度，促

进绿色产业链发展，提高绿色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应用财政税收、产业扶持、金融支持等政策鼓励集约

型和低耗能型产业发展，提高资源综合效益。高质量收入分配体系要坚持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以劳动者收

入为主体，提高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率市场化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注重完善税

收制度、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制度。高质量开放体系的核心是内外联动，以高质量“一带

一路”发展为契机，继续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政策，吸引先进的管理人才、优秀的技能型人才和最新的科

学技术，推动我国装备制造、技术服务、能源加工等领域走向世界，利用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形成多

元化的贸易结构，降低对少数国家的出口依赖度，推动我国产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4.4. 深化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必然选择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市场出清，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

的角色。上世纪 70 年代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盛行，该学派认为个人追求利益可以实现经济体内部的

帕累托最优。后来新自由主义兴起，使得人们更加迷信市场的作用而完全弱化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在

这种错误思想的带领下，西方国家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目前最严重的一次是 2008 年由美国引发的全

球性金融危机，这就是过度坚信新自由主义而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的后果。《资本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一种学术批判，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和人的社会性单靠市场是无法解决的，必须

要进行政府干预。所以按照《资本论》的思想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深化政府宏观调

控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完全由政府支配资源的状态，也不能走西方完全由市场配

置资源的路子，我们需要坚持的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体制之所以强调政府作用，是因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能够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有效熨平市场波

动，稳定宏观经济态势，弥补市场失灵，优化公共服务，保障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公平，促进共同富裕，

这些都是单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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