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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把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科

技政策的历史脉络和思想精髓？由中国

科学院中青年科技政策研究者贾宝余、

刘立、王公撰写，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研究》一

书，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

该书回顾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思

想，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

发展脉络、主要内涵和演进规律，总结出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思想具有实事求

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特

征。整体来看，该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基于“长周期”。一百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科学的重要作用。

党的思想中，蕴含着科技发展与创新思

想。该书上篇以一百多年来我国科学救

国、科技报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为主

题主线，依次梳理了党成立前后科学精

神、思想的启蒙和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科技政策思想，勾勒出中国共产党

科技政策思想的全貌。值得注意的是，

相关章节都依照“科技观—科技政策思

想—科技政策”的结构来书写，呈现出

“思想—政策—实践”有机融合的研究框

架。

其二，着眼“宽视域”。该书不仅关

注党的科技政策在每一阶段的内容是什

么，还致力于探究其思想渊源、时代背

景、形成过程、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基本

特征、执行后效等。该书中篇聚焦科技

工作“如何看”“如何办”“依靠谁”等问

题，形成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什么

地位（科学技术本质论）、科学在社会发

展中发挥什么价值和功能（科学技术价

值论）、走一条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发展道

路（科学技术发展道路论）、制定和遵循

什么样的科技发展战略（科学技术发展

战略和体制改革论）、发展科学技术主要

依靠什么力量（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政

策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科技事业

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论）等十个方面的论述。

在每段论述中，作者均开展了文献研究，

因此该书具有一定的工具书价值。

其三，立足“新时代”。科技政策思

想影响科技政策的制定，影响着国家科

技事业的方向。该书下篇呈现了作者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

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政策举措

所展开的研究和思考。学者们从科技创

新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坚持“四个面向”、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进

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构建引领型科

技政策等方面，论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的科技政策思想。

综上，该书的出版，或能帮助读者深

入把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演变

的历史，从多个维度理解中国共产党围

绕中国科技现代化展开的不懈探索。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4年 11月
16日第12版）

作家雪松的长篇小说《生命

线》，是解放战争题材的又一部新

作。作品以辽沈战役为背景，刻画

了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党领导

人民军队冲破重重阻碍、迈向胜利

的伟大征程。“信仰是世间最伟大

的力量”，这一主题贯穿全书，为了

信仰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蕴藏在

字里行间。

作者精心架构故事，将信仰主

题埋入人物的命运轨迹里。作品

中，双胞胎兄弟赵云鹏与牛秦川的

人生际遇让人印象深刻。赵云鹏作为我军某部政

委，出生入死，不畏艰险，只因心中始终怀揣着对一

个崭新世界的美好憧憬；牛秦川则置身国民党军

营，见惯了腐败横行、军心涣散，自己的良知也随之

坍塌。两人的人生故事不断延展，如同两条河流，

在战火纷飞的大地上交错纵横。他们的每一次对

峙，不仅仅是兄弟间的矛盾，更折射出那个时代的

人心之争。

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辽沈战役也可以

说是因为信仰而决出胜负。我军官兵紧密团结起

来，成为战场上无坚不摧、勇往直前的钢铁之师。

小说中，被俘的国民党战士楚伟生，参加我军后掉

转枪口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攻打碉堡。深谙国民党

军队“潜规则”的他，认为这种危险任务必然是“外

来户”的事儿，于是抓起炸药包准备一跃身冲上去，

没想到被一只大手按住：“你不是共产党员，轮不到

你！”话音未落，另一个老兵将炸药包抢了过去：“你

一个预备党员起什么哄，我4年党龄！”就是在这一

瞬间，楚伟生真正认识到共产党人的特质。他们所

谓的“特权”并非为个人谋利，而是在最危险的时

刻，毫不犹豫地冲在最前面。这种无私无畏的精

神，正是源于心中燃烧着的信仰之火。

为何信仰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因为它能唤

起人们内心深处对正义、公平、美好的向往，这种向

往激发了人们诸如勇敢、奉献、忠诚等最真切的情

感，从而驱动着他们为实现信仰而不懈奋斗。同

时，信仰也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它超越了个人私欲，

将个体与更宏大的目标相连接。这种情感能让人

在面对艰难险阻时，内心充满力量，因为他们深知

自己所坚守的信仰是值得为之奋斗的，这种情感给

予人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勇气，让人在面对利益诱

惑时不为所动，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

培养有信仰的官兵，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关键。

小说通过揭示辽沈战役的制胜密码，也诠释了政治

工作是增强战斗力的保障，诠释了“政治工作永远

是我军的生命线”的重要内涵。将政治工作写生动

是有挑战的。《生命线》采取的方式是塑造政工干部

形象，通过人物形象来展示政治工作的魅力。主人

公赵云鹏作为政委，平日注重纪律原则，维护政治

工作的严肃性；但在特殊时刻，他也灵活应变，体现

出智慧与策略。

作为一部战争小说，《生命线》以书写战争场景

与作战谋略见长。作者在创作期间多次考察解放

战争期间的战场、战例、战绩，查阅大量权威史料，

通过细节带读者走进硝烟弥漫的战场。

《生命线》的魅力还体现在浓郁的文化内涵

上。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描写，为小说增添了厚重

感。作品细致描绘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社会百态，

涉及土改工作、婚姻家庭、民风民俗等诸多社会层

面内容。时代社会风貌的呈现，为小说叙事培植丰

沃土壤，也让人们看到，崇高信仰的感召力以及由

此产生的强大历史推动力。

战争从来都不是一场简单的力量对抗，更是一

场精神的较量。《生命线》展现战争的残酷与命运的

多舛，又在这些故事的铺垫中，在对社会、人心、胜

利及政治工作等展开的诸多思考中，凸显信仰之旗

的夺目。书中关于信仰、战争与人性的深刻“对

话”，让我们看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一个人，还

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唯有坚定信仰，才能披荆斩

棘，不断赢得新的胜利。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4年11月8日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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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意识与经济学理论建构

郑永年

收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尹汉宁刚刚出版

的著作《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40余万字，

沉甸甸的。著作分“绪论篇”“历程分析

篇”“专题研究篇”和“总论篇”四大篇目，

共计20章。花了一周时间读完，感想甚

多，很难在一篇短文中完整地表达出

来。尹汉宁很是谦虚，说这本书是“始生

之物，其形必丑”。但我的感觉刚好相

反，觉得他在花大力气做我们这几代人

必须做、也能够做的事情，那就是构建基

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经济学。

近年来，我自己也在做同样性质的

思考和研究工作，因此这里想就这本书，

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研究，谈一些感想。

当前在国内经济学界，诸多学者没

有认识到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之必要性和

可能性。完全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学

者，更是如此。在他们看来，“量化”和

“数学化”的方法论是经济学主流，因此，

经济学也如物理学一般，不分东西和国

别。近代以来，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于西

方，自西方再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

过程中，不仅西方一直认为其经济学是

“普世的”，接受国的学者们也认为西方

经济学是适用于世界各地的。

尽管表面上，经济学越来越“科学化”

了，但却离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越来越

远，甚至毫不相关。这个情况在西方也是

如此。多年来，一直存在“商学院与商业

无关”和“经济学与经济无关”等说法。在

经济政策领域，如果忽视自身需要，照搬

他国经济政策，恐怕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智利军人政府期间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

政策给该国带来损失，就是典型案例。

在此背景下，尹汉宁的著作，从几个

方面为我们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

的经济学提供了具有价值的启迪。我认

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方法论，即把时空

意识带入了经济学的建构当中。

时空观并不否认经济学的普遍性

质，但必须意识到：第一，只有在所有地

方都发现某一经济运行规则的时候，才

可以说这一规则具有普遍性，例如供求

关系和“物以稀为贵”等现象。第二，经

济学具有特殊性，普遍性是潜入在特殊

实践之中的，一旦离开了特殊性，普遍性

就变得毫无意义。第三，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经验上看，经济学的普遍性与一个

具体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犹如山的高度

与其氧气含量之间的关系，山越高，氧气

越稀薄，越是深入一个经济体内部，经济

学的普遍性就变得越不显著。第四，正

是因为“普遍性”嵌于“特殊性”之中，所

以，普遍性应当是一个经济体自身变化

的内在需求，而不能由外力强制推行，否

则不仅不可持续，最终还会失败，“华盛

顿共识”便是如此。

在尹汉宁的著作中，时空意识主要

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历史性。所有经济学都具有

历史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

社会都产生了符合那个时代的经济学。

拿着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学来解释后

工业社会的经济现象是荒唐的，拿着后

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去解释农业社会的现

象同样也是荒唐的。今天，随着以人工

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所有传统经济学都面临挑战。

第二，国别性。《中国当代经济发展

学》对经济学的“国别性”讨论甚多。经

济学的“国别性”本是常识，但现在需要

花费笔墨来解释，就说明部分学者的认

知存在问题。重农学派产生于法国，亚

当·斯密的经济学产生于英国，李斯特的

经济学产生于德国，汉密尔顿的经济学

产生于美国……这些都是本应自明的。

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经济学的产生都是

为了解决该国当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如果不承认经济学的国别性，那么一般

意义上的经济学从何而来？只有从20世

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

被赋予了所谓的“普世性”。但历史已证

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相关政策只流

行于英美等国，并没有普遍的适用性。

很多学者沉醉于其理论的“优美”，却忘

了其产生的背景。

第三，问题导向性。《中国当代经济

发展学》花了大量篇幅对一些重要经济

专题进行论述和研究，发现所有作出贡

献的经济学家，其理论都是建立在他

（她）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国家面临的经

济问题基础之上的。因为直面具体的经

济问题（或现象），提出了有效的解释（或

解决方案），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才具有

了普遍性。结论很明确，如果一个中国

经济学者不能直面中国的经济问题（或

现象），不能有效地解释问题（或提供解

决方案），那么很难说他（她）能够构建有

效的经济理论。

除上述三点外，《中国当代经济发展

学》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变化的讨论，也

具有启发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

一门科学的原因是基于经济学的方法

论。在自然科学里，因果关系是确定

的。在经济学中，学者们也追求那种类

似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学者们过度追求

方法论之“美”，往往会导致几个明显的

缺陷。试举几个：其一，简约化，把经济

学简约成为几点原则，但现实并非如

此。其二，设定太多的“假如”，在这些

“假如”都成立的前提下，经济学者所论

述的因果才会出现。不过，现实不是真

空，大多“假如”都成立的情况在现实中

并不存在。其三，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

学者转向了数学，这一趋势促成了经济

学和现实经济愈发不相关。其四，把经

济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分离开来。

在任何地方，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

深度嵌入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环境之中的，从来不存在一个可以和社

会分离开来的抽象经济体。生硬地把经

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脱嵌”，把经济

视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领域，只会导致

经济学“失灵”，不能解释现实情况。

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推出之

前，也有学者构建过基于中国经验之上

的经济学，如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结构

经济学，就很是典型。尹汉宁的研究，亦

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在我

看来，尽管《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已颇

为厚实，但我仍然期待它只是构建中国

的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望它的出版能玉

成更多诸如此类的论著。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4年 11月
16日第12版）

——读《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所思

——《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研究》述评

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
陈曙光

沈湘平所著《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

文化根基》，从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辩证

关系出发，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

文化根基的内在逻辑、核心要义和世界

意义。该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

点，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该书坚持古为今用，结合历代名家

的研究成果，深入探究传统文化在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例如，第四章探

讨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传统

文化底蕴，阐明了“天下同利”与“共同

富裕”“文明以止”与“文明相协调”“天

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和

万邦”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契合之

处，在理论“互补”中践行了“第二个结

合”。从汇通中西的视角看，该书非常

重视中外学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传

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观点，对此进行了系

统的梳理，为该书核心创见的提出奠定

了厚实的基础。

该书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全书十分尊重中华典籍

的思想意义，力求精准把握和呈现其精

髓。可以说，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另一方面，该

书在新思路、新话语上取得了探索性的

突破。

沈湘平较早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传

统文化根基这一主题，并提出中国式现

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可以凝练为“中和

位育，安所遂生”，并在《中国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8 期撰文做了阐释，在学术界

引发反响。在该书中，作者进一步拓展

和深化了研究成果，详细回答了“中和位

育，安所遂生”何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传统文化根基以及其何以具有人类普遍

性意义。特别在第五章中，专门就其核

心要义、历史实践和人类普遍性展开了

深入论述，强调“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的集中体

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

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奇迹的深层原

因，文化解读是重要的角度，文化根基是

解密中国奇迹背后的“密钥”。作者以强

烈的时代担当，解答了党领导人民创造

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

期稳定奇迹的历史之谜。这为正确认识

和处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

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解思路。作者在

深度梳理近代以来中外思想家们对现代

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看法的同时，特别

关注当代中国学者的观点。而且，作者

把学界尚未讲清楚的地方，与时俱进地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仅深刻揭示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的丰富内

涵、精髓要义、核心内容，还努力在有深

度的体系建构上下功夫，明确传统文化

根基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意

义。

该书坚持大历史观。辩证、历史地

看待现代化之传统文化根基的研究成

果，水到渠成地提出自己的洞见，既有思

想性、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实现了三者

的统一。首先，该书逻辑清晰、思维严

谨、叙述流畅，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语

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一幅

清晰的理论画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其次，作者的文笔优美，写法不落窠臼，

真正做到了史论结合。作者在后记中告

诉我们，作为一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

的乡村子弟,他沉浸式地经历着堪称人类

历史伟大奇迹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亲证了

城乡巨变、国家发展和个人变化。再次，

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融会贯通进一步

增强了可读性。该著作以“中国式现代

化”“文化根基”为关键词，努力把中国式

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研究深、阐释

透。这种“深”“透”体现为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表达深刻的学理。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

基》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创新之作，是回

应实践创新难得的理论著作。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4年11月7
日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