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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多元，在多元基础上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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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背景:5月 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并主办、

《经济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发表讲话。他认为，满足人民的发展需要，并

不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方式，多元论也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只有承认多

元，才能看清楚现在事情的本质，才能推动这个事情能够不冲突的向

前发展。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经常被邀请参加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我是做金融研究的，之所

以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大家越来越感觉到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架构，

应当不断的吸收经济实践中的各个领域，吸收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吸收全人类的文明和智慧来建设和发展。 

关于政治经济学，这是宏大的任务，去年提出这个任务，是非常

重要的，也是非常合适的。这段时间以来，我在有关部门的布置和安

排下，考虑了一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国际部分。 

大家想一想，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当然要有一个很强的国际部分

作为内容，至少作为整个体系的前提。我们仔细读一读习主席的系列

讲话已经看出来了，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我们在学习和探讨的

过程中，觉得至少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时代，在

座有很多我老师一级的。过去任何理论先说时代性，过去说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什么时代背景下运行？要回答什么问题？所以需要有一个

判断。 

对于时代问题的判断，习主席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新任委员和

候补中央委员的培训上有一段非常集中的阐述，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与斗争的时代。过去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还要发展很长时间，需要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然



后习主席说几十代多么漫长！从孔子到现在才 80 代。大家知道，80

代，这个阶段就可以用千年计了，一代 25 年。当然，不可能很精确

的多少年，说很长时期，还提到我们要忍受社会主义发展不够充分，

而被来自资本主义的批评。 

我们要沿着这样一个思路走下去，当然一方面要批判所谓历史中

间，在西方也有时代判断，这样一个时代非常值得挖掘，生产力方面，

社会制度方面，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这是第一大块理论，时代论如

果说牢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有非常扎实的基础。 

第二块，在这样的时代下，合作和斗争，自然就引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多元化的问题，这个时代是多元化的。美国人反弹得很厉害，最

厉害的，这些人听到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明确的告诉世界

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说资本主义 200、300 年来是成功的，但是不

能否认中国 40 年，以及 70 年也是成功的。满足人民的发展需要，并

不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方式，多元论也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如果我们推

而广之，过去所谓文明冲突论，还有各种各样类似的理论，他们都应

当构成我们现在观察世界一个理论角度。只有承认多元，才能看清楚

现在事情的本质，才能推动这个事情能够不冲突的向前发展。包括伊

斯兰文明，习主席讲中国制度，更多是讲五千年文明史，把美国总统

请来看看五千年没断过，你们才 300 年。所以，多元论也应当构成我

们的基础。 



在多元论的基础上，第三就是合作共赢，我们必须承认多元，人

类又必须发展，在多元的基础上向共同目标努力，合作共赢。“一带

一路”倡议有五通，还有类似很多的理论和阐述，这些理论和这些阐

述都是合作共赢的内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到现在还没有成

型，还在不断发展之中。人类世界发展的本质要求就是合作共赢，我

们可以比较发达经济体时候存在的全球化，不讲这个事情，是规则先

行，用一套好制度去推销，如果想加入这个体系，一条对不上别进去。

任何国家都可以合作，我可以和你的发展来对接，我可以和你所有的

战略都对接，最终目标是共赢，大家共同发展，这是习主席国际经济

思想的第三个内容。 

第四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是大家庭，地球村的理论。

背后的理论基础，如今的国际分工已经越过国家之间的分工，产业分

工，产品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如今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一个国

家生产的，既然由很多国家生产，这个产品，这样的要素，就会反复

不断的，多次的跨过国际进行交易，贸易也罢，投资也罢，都需要一

套新的规则来刻划它。 

中美贸易争端，现在所有事情都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比如美

国对我们中兴出手，但是受伤的有可能是美国企业，我们是产品内分

工构成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有大量

的事情需要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适应新形势的全球经济治



理的框架，习主席这次在达沃斯论坛，在亚洲博鳌论坛上再次提出来

了。总之，需要集很多人的智慧，国际部分值得探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