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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与建构路径

韩喜平 杨羽川

摘 要  人文与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

因素。对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都有着深刻论述。新时代中

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这就要求我们构建具有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建构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为

指导，突出经济发展的人民立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文支

撑案例，概括中国文化经济建设和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实践成就，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将提高理论影响力和解释力作为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认识原则和检验标准，探索经济

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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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学术界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但二者间究竟是什

么关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机理，则众说纷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

密，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而言，人文文化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日趋重要。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贯彻落实习近

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深刻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一、人文与经济的内在关系

文化与经济具有天然紧密的内在联系。作为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人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意义包含

在文化同经济的紧密关联之中，因而不妨首先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入手，探究人文因素的经济作用。

顾名思义，人文就是人的文化，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1］（P794）。该词较早见于《周易·贲

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主张以

伦理秩序规范文明礼仪，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后汉书·公孙瓒传》则有“舍诸天运，征乎人文”，意指世

间诸事不依靠天运而取决于人事，即人的行为。宋代程颐在《伊川易传》中写道：“人文，人之道也”，认为

人文是人类在伦理道德约束下的处世之道。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人文虽更强调人的主体性，但对

其探析也要基于文化的总体范畴。西汉刘向较早谈到文化，认为：“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西晋束皙《朴亡诗》中则有“文化内辑，武功外

悠”的有关思想，因而人文文化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人、以文教化，对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一词

在西方语境下内涵更广泛，泛指人类一切活动。例如，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

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2］（P1），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

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3］（P414）。保罗·谢弗认为，“文化通常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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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

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4］

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看，谋求经济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由多方面构成，

包括资源禀赋、科技水平、人力资本、制度安排等。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人的行为深受文化影响，

表现为人类的社会意识、市场行为、创新模式等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要素均会受到文化的显著规制。这在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深刻体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富含突出的文化特征及鲜明的文化伦理特性，在追求

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强调“义利兼顾”“以义统利”，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

兽”（《孟子·滕文公上》），即经济行为要遵循人文伦理的价值规范，还有“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

（《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等治世思想。《史记》中也包含“治国之

道，富民为始”“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理念，都在富民养民与经世济用间建立了紧密的内在联系。董

仲舒则以“礼”为标准，主张经济生活应有一特定之标准和限度，凡经济生活高于或低于一特定标准的

人，便无法再施以礼乐教化，代表了中国古代有关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5］（P51），他将经济活

动同礼乐道德相联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的人文

意蕴。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的伦理性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西方经济学则以“理性经济人”假定为前提，认为人通过理性经济行为将有限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

配置，获取最大经济效益，即“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

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6］（P4）。而所谓理性自然是一种人的文化，经济学理性是

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任何个体的理性行为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内在影响。以马克斯·韦伯为例，他对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提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

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7］（P15）他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的职业观念与新教伦理具有紧密关系，新教教义产生的新伦理规范与追求财富的“天职

观”激发促进了人们的创业动机与合理经营行为的形成。在主张恪尽职守、勤俭节约和关注世俗成功的

基础上，“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

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7］（P138），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对此，丹尼尔·贝尔指出：“韦

伯强调加尔文教义和清教伦理——具体指严谨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是促使以理性生产与

交换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兴起的基本原则。”［8］（P27）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文化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经济学源起于伦理学研究体系，最初以伦理

道德为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之后经历了追求构造数理模型的实证化发展，呈现出否定非经济特

征的演进态势；又以伦理经济学等重要分支为载体，实现朝向人文伦理的文化复归。具体表现为：从亚

里士多德认为的“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求寻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9］（P13），

到亚当·斯密对经济效益与道德情操的总体兼顾与理性分析，再到为追求经济学的“科学化”而去除人文

伦理因素感性制约的数理化实证化运动，直至阿马蒂亚·森主张“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

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10］（P15），推动了经济学再次

具有更多人文因素。此外，以哈耶克和熊彼特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也非常重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作

用［11］，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理论流派的诞生兴起深刻证明了，人类经济活动除了由法律等正式

制度所约束以外，同样受到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的显著影响。因而“现代经济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人文

现象”［11］，不论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还是现代经济学理论，都表明文化同经济具有紧密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文化与经济的互促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唯物史观正是马克思、恩格

斯对文化和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后所提出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12］。唯物史观认为，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

济基础发生作用”［13］（P668）。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在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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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4］（P591）的演进过程。马克思虽然看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

产在一定时期的失衡，谈到“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

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5］（P34），但从整体上看，

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文化价值理念、社会道德观念、文明整体样态会在人们思维活动与现实实践中塑造该

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或是作为先进文化推动经济发展，或是成为经济发展的思维桎梏。因而经济

社会的发达程度显著影响文化，富足的物质生活有助于催生出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化表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文化同经济关系的认识日趋深

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P663-

664），始终主张文化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生革命性变革，随之产生的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

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16］（P695），并不断明确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服

务的现实功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继承了过去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主要认

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作用，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认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能够凝聚人心，促进经济建设，更加强调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

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17］（P1174），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为确保商品经济有序健康发展，遏制经

济犯罪现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规范社会风气与助力经济建设等层面发挥了重要功能。进入新世纪，

党对文化与经济的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展开而愈发具备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国际视野。党的十六

大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

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18］（P29）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越来越

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19］（P26）。进入新时代，习

近平更加深入理解了文化在道路选择、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等领域的重要地位，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P479），提出

“两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命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党对文化功能的认识

达到新的高度。

二、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必然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在文化与经济的关联愈

发紧密的今天，相较于过去的发展模式，文化的经济功能更为重要。这一方面体现在人更加关注文化领

域的精神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目的不再局限于生产本身，而是逐渐成为

一个包括文化需要在内的多元概念。同时，加强对人文经济的研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文化要求，决定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一种历史必然。

经济学研究首先要具备逻辑起点。马歇尔认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

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因此，一

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21］（P23）。

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文化需求的充分满足是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价值目的上规定了

发展人文经济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

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14］（P604），深刻批判“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

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

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

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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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4］（P33-34）。这种

社会现象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同人的本质发生偏离造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向人的价值取向，

决定以文化经济的互促融通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现实要求，也是必然趋势。

现实表明，人对文化的需求将变得更突出，人类的经济活动更会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人，本质上

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22］（P150）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

现的需要。人的需要逐步演化为建立在物质需要基础之上并不断趋向于文化层面的精神追求，呈现出

从物质到精神的演进趋势和发展规律。马克思则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

人的存在”［23］（P519），“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4］（P601）。

即是说文化需要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高级需要，“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

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25］（P208）。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丰富的，“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

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26］（P11），这种无限性和广泛性既包括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包含精神层面上的文化

追求，进而“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3］（P189）。因而同

单纯重视物质追求的情况相比，人对文化的需要会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愈加丰富，对文化产品的消费

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从微观主体的需求层面印证文化同经济发展必将建立更为紧密的现实联系。

并且，发展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其内涵不断丰富，不仅要追求达到一般意义上的共识性发展目标，

更要呈现出由局限于物质一般到包含文化特殊的演进过渡，实现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协同增长。

在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文化作为重要的理论研究对象和分析要素，是衡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学界主要将经济发展的重点着眼于GDP的增长，认为经

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函数。随后，罗默等经济学家提出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看到技

术进步对发展能起到的内生性影响，这种技术进步由市场激励与制度规范等文化因素促进。国内学界

同样认为，“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27］（P71），包括宗教信仰

在内的文化因素会在人力资本、制度形成、社会稳定与技术传播等领域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8］

（P147-164）。何炼成等人对文化的经济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文化的经济功能是文化的基本功能，它

是指文化本身内含着较大的经济因子，具有经济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化经济一体化时代，文化的经济因

子日益显现出来，其经济功能也日益显示出来。”［29］（P331）这些理论成果标志着人类对经济发展的认识

日趋完善，文化更加融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体系。

在现实场域，经济理论的进步体现为文化繁荣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呈现出文化经济化与经

济文化化的社会现象，文化经济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文化经济化是指文化因

素更多渗透于人的经济活动，文化从隐性的观念意识依托人的经济行为外化到人的社会生活，是文化发

挥经济效能的经济现象。经济文化化则是指经济活动带有更多文化特性，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与社会

层面的经济关系包含丰富的文化要素，经济行为开始成为内化于人们观念的感性认知，形成普遍的文化

现象。这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趋势，体现的是逐利观念与人文价值的统一。特别是，当

“人文产品和人文附加值的效益呈上升趋势时，人文经济将逐步取代知识经济成为主导经济模式”［30］，深

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文底蕴将在激发主体活力、建立信任关系、节约交易成本、平稳市场预期等层面发挥

重要功能，从根本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因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文经济学是一种以文化为要素的发

展经济学，研究如何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更好地运用文化的经济作用，是对文化经济关系的规律性认知。

从我国自身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的社会观念与经济行为更加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

是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大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发展历史，“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31］。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断接受儒家思想与传统伦理的教育，中华文化早已成为

融入每个中国人血脉的文化基因。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记录传承使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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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的传统价值观世界观都深植于中国人的内

心，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思想观念，体现出中华文化始终具有重积累、重传承、重发展的历史连续性

与文化延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31］。“我国历史上曾形成晋

商、徽商、浙商和鲁商等带有区域人文特质的商业文化群体，体现了人文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塑造作

用”［32］。如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也由较低层次的需要向中高层次的需要为主快速转变”［33］，对高质

量文化经济产品与人文经济理论的需求更为迫切。

尤其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说，文化的作用更为突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一条重要原

因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并坚持将文化作为发展的构成要素。毛泽东指出，要

“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4］（P268），将文化作为同工业农业

与科学技术具有同等地位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后，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

作出准确判断，认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5］（P212），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任务目标，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

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5］（P80），将物质文化生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忽

视的关键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生活的关注点已经由“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在注重

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加关注精神世界的满足。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0］（P19），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推进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工作内容。

特别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文

支持。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

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

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36］。其内涵表明，不论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还是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不论是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高，都建立在人具有主动创新意识、科学技术水平发

达、总体知识储备丰富与社会意志坚定的基础上，均受到文化观念等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同人的文化

是分不开的。因而“没有崇文精工之文所化之人，没有充满创新素质的人才，就没有发明、掌控新质生产

力的主体，一切创新活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7］，教育培养满足新质生产力发

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促进形成社会总体创新氛围，是文化在这个层面能发挥的最基本作用。新时代人

文经济学是融合我国社会文化特性与现实经济发展特征的理论体系，强调如何让文化因素“融入经济力

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22］（P149），依托文化为经济发展厚植人文底蕴、提供精神动力、引领总体方

向，既有助于将推动科技创新作为当今时代的重要文化构成，使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社会

认识与共同价值导向，也将以先进文化塑造整体规则意识、规范市场行为秩序、调整优化生产关系。这

对进一步提升我国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结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要求，在2023年两会期

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

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38］，提出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不仅在

理论层面促进经济学的人文性引入，更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文化效益的提升，体现的是对发展内

涵的整体把握与对文化经济的深入认识，在经济理论发展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方法和路径

“回顾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经济学，从来不是自然演进的，而

是实践生成的；不是先验自在的，而是人为建构的。”［39］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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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形成一种以文化作为学科支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需要具备完整系统的学科要

素，包括基本假定、概念、现象范围、特定理论、问题、检验方法、和价值观念等［40］（P31）。

在指导思想与特定理论上，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为指导，坚

持守正创新，正确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用文化阐释经济，加强对人文文化

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把握及深入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是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总结，是继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融发展的方法指引。

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领航定向，挖掘文化思想的经济作用，顺应人口文化素质与人民文

化需求随着经济发展整体提高的规律趋势，将人文文化同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状况有机结合，厚植我国经

济发展的文化底蕴，加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建设，巩固并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价值观念和现象范围上，“人（与他一起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41］（P163），

而非一种手段。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要突出经济发展的人民立场和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研究目标，回

归人的本质，并将文化的经济效能与人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继承发展，是属于人民的经济学范畴，是有温度的经济学。其理论构建要以人民为主线，坚持

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利用人文因素提炼指向于人的经济学理论，从人民的文化生活与思想意识入

手推动经济发展。具体而言，人文经济学要重视文化在经济增长与实现人全面发展中的作用，着眼于提

高文化资源配置效率与文化产业的经济效能，以基于文化要素的新型消费模式带动经济增长，依托对人

民生产观念与发展理念的影响强化文化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功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为此要对

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展开系统研究，找寻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要素，利用文化提升产品附加值，促

进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以现代影视作品、优秀文学专著为载体反映当前阶段人民精神生活的现

实状况，挖掘人民的潜在文化需要，探索文化产品丰富、文化消费繁荣的人文经济业态，积极影响社会精

神文化，形成不断创造新的文化经济需求、以文化要素供给带动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物质与文化

的协调发展。

在核心概念与研究问题上，“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0］（P486），构建人文经济

学同样需要完备的概念范畴与理论框架。要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文支撑案例，汲取文化推动经济发

展的实践成就，深入总结文化的经济作用，以自主理论为依托解决我国学术话语权不足的问题。当前我

国部分沿海发达地区不仅拥有先进的地域文化，又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实现了以文化赋能经济、以

经济发展文化的良性循环，其文化条件与文化产业也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充分体现文化越来越作为经

济发展的构成要素这一规律趋势。要加强案例研究，分析典型样本，探索人文经济的运行机制，提炼文

化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性概念范畴与代表性案例支撑，将文化产业化以及利用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

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表达，以经验性总结与规律性认识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理论。此外，具备科学完整

的体系是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准，要依靠学科融合搭建框架，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式

进行统筹配合，从历史学、哲学、人文学、社会学等领域汲取经验，既增强传统人文科学的现实应用性与

实践指导性，又厚植经济学以人文底蕴与文化特色，从而以先进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解决“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0］（P486）这一重大问题。

在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上，不仅要运用经济学中常用的抽象演绎、系统分析、逻辑分析、实证分析、

问题研究等经典方法，还要善于学习借鉴西方有关文化经济的理论思想，结合我国人文经济发展的现实

状况与任务需求探索经济发展与文化演变之间的内在规律，建立一种将文化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要素的

人文经济理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

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34］（P82-

83）。习近平在探索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过程中认为，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专门指导社会主义

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而是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经验，指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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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社会实践在产生自己的理论之前，总是要向与之相关的理论寻求理论借鉴，然后结合自己的实

践探索，逐步形成和建立自己的理论学科或理论体系”［42］。当前，西方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

历程中已然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经验，经济先发优势与丰富的现代文艺创造决定其在文化经济领域拥有

较为深入的理解认识，并且，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资源稀缺性、保护私有产权等假定之上，这

些假定隐含着文化观念与主体意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因而人文经济学的建设也要统筹人的精神文化

禀赋与现实经济需求，正确看待西方经济理论的现有经验与不足之处，充分考虑我国传统文化同西方理

论的适应性，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极与增长点，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发展理论。

在评判原则与检验方法上，要遵循人类历史发展与学科建设的趋势规律，在理论影响的综合比较中

评判经济发展理论的现实成果，将提高理论影响力解释力作为认识原则与检验标准。人类文明的演进

历程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证明，一国在理论界的实际影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是否

掌握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科学理论则决定该国能否发挥相应的国际影响，所谓“言必称希腊”即是

如此。而具有学术影响力与现实指导性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其重要方面，西方之所以在众多领域建立起

“西方中心论”的表现样态就是因为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相对显著的实践成就。这在一定程

度上遵循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预测，“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

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P36）。因此，要将提升经济发展理论的世界影响作为评判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构建成效的重要参考指标，准确把握文化同经济发展愈加紧密的理论趋势，深入挖掘

文化的经济效能，建设基于我国文化特性、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立足于文化要素的

发展经济学与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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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Constructive Path Of 
The Humanomics in New Era

Han Xiping，Yang Yuchuan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a profound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

ture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fact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profound exposi‐

tions abound in both Marxist economics and western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practice of China's eco‐

nomic development in New Era has proved that where culture is well developed, so is its economy, which re‐

quires us to build the humanomics in New Era with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Guided by Xi Jinping's 

cultural and economic thoughts, we should highlight people-centere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aim to 

advance people's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we should collect and refine supporting cultural cases for Chi‐

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umming up China's cultural and economic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humanomics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we should take the improvement of theoretical influ‐

ence and interpretation as the principle for recognition of and criterion for tes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

nomics in New Era，so as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Humanomics in New Era; Marxist economic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 作者简介 韩喜平，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杨羽川，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12


	目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共建专栏）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与建构路径


	Contents
	Column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Constructive Path of the Humanomics in New 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