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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唯物史观：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吴 英 

近一个时期以来 ，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逐渐被边缘化，因此，重树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 

指导地位成为我国史学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以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一经验现象为研究对象，成 

功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使唯物史 

观成为一门经验的或实证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 

断以新的经验研究来检验自己已有的学说和观点，或 

者完善或者修正它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坚持 

认为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具有随着时代 

变迁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本性。当然，唯物史观并未止 

步于经验归纳，而是深入探究经验，归纳背后的因果 

关系，从而得出深层次的因果必然性判断。这种判断 

是条件式的，而且各种原因在不同层次上存在；唯物 

史观坚持做深层次的因果关系追溯，由此把握住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那就是满足人们物质生存需 

求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 

上产生了生产关系 (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不同 

层次的因果关系，这是唯物史观在进入 21世纪仍然 

具有其适用性的方法论意义之所在。(摘 自 《史学集 

刊》2017年第6期，原文约 12000字 ) 

中国经济发展 “奇迹”的理论根源 

张 晖 明 

中国经济奇迹的理论根源归结于党的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 

系的创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积累了丰富案例 

和理论元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由改革开放驱动的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本上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 

引下，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和实践模式不断 

突破，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 

内容，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驱动力量。经济 

理论不断创新，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变革深化，极大地 

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体民众的劳动积极性被充分 

地调动起来，汇聚起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磅礴力 

量，创造了中国经济的 “奇迹”。西方国家的生产技 

术以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调控宏观经济 

的手段和经验，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 

要的借鉴价值。但如果简单地进行复制则是十分肤浅 

的。我国改革开放近 4O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的重要原因，正是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断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摘自 

《红旗文稿》2017年第2l期，原题为 《正确回答中国 

经济发展 “奇迹”的理论根源》，约6000字) 

中国服务业改革的起源与动力 

李勇坚 夏杰长 

中国服务业改革起始于 1978年。与农业、工业 

领域的改革不同的是，服务业改革是从集市贸易、个 

体经济等开始的，对原有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存量 

所有制关系等并没有造成明显的冲击。服务业领域的 

改革是因为就业压力与需求动力推动的，在放开所有 

制限制、放松行业准人等方面，并不滞后于农业、工 

业。在服务业改革开始启动时，思想解放已经开始， 

党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 

发展非常滞后，但从 1976年开始，增长潜力逐渐显 

现出来。正是源于以上认知，在 1978年开始的就业 

压力下，政府选择从服务业开始，以允许个体经济发 

展的形式，进行边际上的改革。 

从服务业改革历程看，中国服务业改革的推行在 

一 开始，就不是基于服务业发展本身，不是基于服务 

业现有的存量 (如国有的服务企业 )，也不是基于服 

务经济的管理体制 (如计划经济体制 )；而是基于全 

社会的就业压力，通过对原有的所有制管制的放松， 

让其自然生长出一块新的服务经济，再通过这一块新 

生的力量去影响原有的体制。 

从改革具体路径看，改革伊始主要是通过放开 

个体经济 ，间接促进服务业改革，随即对服务业的相 

关理论进行深入探讨，针对行业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 

面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渐进市场化的模 

式、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等，是 1978 1984年服务业 

改革的基本特征。(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 

第6期，原题为 《1978—1984年的中国服务业改革： 

起源、动力与启示》，约1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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