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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出

新的挑战。新时代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构建更加完善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对强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极为重要。本文旨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巩固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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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read of ide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discursive power of Marxist ideology by summarizing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ng a more perfect discourse system for Marxism. This paper aims to solidify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realm of ideology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ourse system for Marxist economics, and continuously explore new frontie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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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外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的经济理论,有其独有的概念体

系和话语体系,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是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要条件。这要求我们立足我国

国情和发展实践,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新特点新规律,把实

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新境界。而中国特色的话语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坚持马克

思主义经典范式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得来的。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其丰富的内涵,它有严格的科学范

式和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是科学解释中国

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 

1.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严格的科学范式。《资本论》作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百科全书,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

定了内核基础和经典范式。它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通过研究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

及其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提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共产

主义必然实现的伟大断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论》

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资料

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它有严格的科学范式,任何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分支,都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提并论,更不

能取而代之。 

1.2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事实依

据。社会主义国家屈指可数,有人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

本主义阵营的原因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失败,这是不

客观也是不科学的,一个国家兴衰变迁的原因是复杂的,也不

是某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主宰的。相反,中国这样一个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复兴崛起的东方大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的辉煌成就,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

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经得起实践的经济学,是科学

的经济学。 

1.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

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为背景,而资

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本质的差别。西方经济学理论

范式的假设,也是抛开了政治制度文化等诸多因素下的假设,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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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现实基础,并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如西方经

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假设人无论在什么经济

情况下,总会把追求自身利益 大化作为个体行动的动机,这就

与我国经济发展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冲突的,也反映

了中西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主

义国家,有其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框架,在发展中我们并不能

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任何削足适履的行为都不能迎来经济的

长足发展。 

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内涵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指出：“一门

科学提出的每一种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术语是

话语的表达形式,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劳动价值论,自由人联合体等,

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和未来社会发展构想的话语

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的话语体系,更是我国改革发展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理论支撑。 

话语体系也是国际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国

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是语言游戏,而是一

场实实在在的话语革命。我们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话语体系,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在国际媒体上有尊严地发声。 

3 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面临的挑战 

与时俱进地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任重道远,当

前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仍面临严重挑战,具体有以

下几点。 

第一，“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水火不容”的错误

理解造成了二者长期敌对的状态。在高校,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

专业的主流课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常被当作一门政治课或

者“意识形态”的课程,或者是经济学的分支、二级学科来学习。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阶级立场、研究任务、理论

基础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前者以描述经济现象、计量分析为主,

注重实证分析和逻辑推理,研究市场和分工；而后者则侧重对经

济关系的分析,采取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研究计划经济。因此在

西方经济学的教材里基本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和原

理,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也不会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再加上

国内经济学界鲜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

整合研究, 终导致了二者之间割裂的状态。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历史

渊源,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资产阶级

古典经济学才分成了两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

经济学,因此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从来不拒绝吸收西方任何经济学派有意义的理论和观点,

我们有必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第二,现用教材中存在着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误读。

比如教材中关于“使用价值”的解释,是指商品的有用性,这是

我们根深蒂固的理解,并且我们把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等同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的

解释。事实上马克思口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并非指商品

的有用性,而是指“商品本身”。诸如此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范畴的误解还有很多,我们急需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

语体系来破除这种教材式的误读,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理论知识。 

第三,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推进,非主流意识形态

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空心化、边缘化现象严重。

不可忽视的是,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中掺杂了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话语霸权和渗透,企图用一些错误的话语瓦解社会群

众的凝聚力,造成了社会群众集体主义理想信念真空化,也淡

化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同,动摇了我们对社会主义

的坚定信心。 

第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把握着世界话语体系的霸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体系引领着全球的话语潮流,他们通常

以“民主”“人权”等为掩盖,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攻

击,实则是企图将非西方文明纳入他们的话语体系。尤其是互联

网的大众化,更是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他们把

控着互联网这样一个巨大的话语载体,根据自己的意志控制网

络的舆论走向,这对非西方意识形态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是一

个巨大挑战。 

4 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路径 

4.1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科,采用

专门化教材。当前教材大多是采用政治经济学教材,是遵循了苏

联范式的教材,书中的一些理论并没有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基本原理,某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并非马克思本意(如

上文介绍的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含义问题),这对学生来

说是严重的误导。因此,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经济学

的流派或者分支,而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科,教学中采用专门

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 

4.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要有所创新。“经济”

一词本就是“经世致用”之意,它不单是数量概念,还包含着“治

国平天下”的胸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是单纯的揭露资本

主义的经济学,更是用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马克思

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

的地步”,所以也可以将数学方法、数学模型运用进来,作为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辅助性工具。 

4.3搭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良性的话语载体。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中关于“公平与效率”、“共同富裕”等思想与西方经济学

倡导的“唯利”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需要借助互联网这样

一个有影响力的平台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播出去。利用网络

媒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话语体系的国际化,与国际接轨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才能打破国际市场上的网络话语霸权。 

4.4在语言传播上采用“大众话语”。“理论只要说服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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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但是要想真正地

掌握群众,还必须走“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晦涩

难懂,如果理论宣传照本宣科,过于专业化、术语化,就会造成理

解上的困难,阻碍理论的传播,不利于增强社会大众对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在抢占话语先机的同时,还要采用“大

众话语”的表达方式,让大众听的懂、乐于听,增强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亲和力、表达力和引导力。 

5 结束语 

牛顿说“我之所以能够看得更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

的肩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是汲取了一切人类优

秀文化成果的结果。我们打造独立于西方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在国际上为社会主义

发声,真正维护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才能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为世界的发展提

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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