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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管理是一门应用科学，是指导和引领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手段，是兴邦济世、
强国富民的学问。它的建立和发展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
因而，要认清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趋势，首先要把握当前世界和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深
入分析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只有这样，才能找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路径与方法。

目前，经济与管理学科面临着诸多的新形势、新需求，要求我们不断地调整和充实经济与管理学科的新

内容、新知识、新思想。从全世界和国家的角度来讲，我们面临的形势是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全球知识

化、知识经济化，对此我们应积极地进行应对和研究。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十分迅猛。经济全球化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有所表

现，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生产、消费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将全球的经济和资源通过全球的

配置，通过开放在全球之间的互相支持、互相流动、互相弥补，使得经济发展更快、质量更高。由于经济一体

化、全球化，我国很多社会和经济单元，如金融、投资、制造、运输、通信、服务等，都已经打破国家和地区界限，
并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融为一体，一个统一的全球城市、全球市场体系正在形成，世界正在成为互相关联、互相

影响的一个整体，即成为一个“地球村”。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很大。我国

经济受益于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得到高速发展，本世纪初加入 ＷＴＯ以来我国经济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即是明显的证明。同样，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受益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世界经济在很

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世界经济不是孤立的，不能孤立地研究经济与管理，要在相

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毛泽东主席在苏联莫斯科大学为留学生作报告时曾讲到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认为两

大阵营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也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情

况。
我们在考虑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科发展时，一定要根据全球化背景下的情况来研究学科的发展方向和

内容，力求教给学生运用新知识和新方法来应对新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经历了十几年１０％
以上的高速增长，但是近两年遇到了新的问题。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衰

退，欧洲 出 现 债 务 危 机，美 国 和 日 本 经 济 恢 复 缓 慢，中 国 经 济 受 到 影 响，经 济 增 长 率 在 下 降：２０１０年 为

１０．４％，２０１１年下降到９．２％，２０１２年一季度为８．１％，到２０１２年４月为７％，逐月逐季在下降。由于我国的

ＧＤＰ增长包含的产品用途主要靠出口，在近两年国外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我们的外贸出现很大的下滑，经济

出现了产量过剩的情况，尤其是一些重工业产业，如钢铁、水泥，经济很难像过去一样高速增长。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们需要研究经济下滑的过程和原因，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增速下调是一种主观愿望，就环

境和资源承受力而言，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客观要求，因为经济下滑影响产品质量和企业生存。以前我国经济

主要靠投资支撑，但是近几年国家资金不足，外资缺乏，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企业用不起投资。一部分企业产

能过剩，却没有积极性再投资、扩大生产；另外，一部分消费品老百姓由于收入低而买不起。目前，我国人民

群众收入分配有些不均衡，一部分人很有钱，主要用于购买奢侈品，他们没有兴趣购买一般消费品，而一般老

百姓收入很低不足以购买消费品，贫富差距拉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品市场很难发展。消费品的需求是

用于有购买力的需求，所以经济与管理就是要解决企业与个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以及消费品

销售不出去的问题。
自１８世纪工业化开始以来，工业发展一直在带动社会发展。发达国家已经从工业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

业为主。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已经达到６０％～７０％，美国已经达到８０％以上，我国服

务业比重还没有那么高，需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今后农业比重应继续下降，第二产业即工业产业比重应适

当下降，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发展第三产业，不仅要发展传统服务产业，而且要更加注重发展现代服务

业，包括金融、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电信服务业、航空航天服务业、科研服务业、旅游业、会展业等。我国的外

贸服务发展比较好，但是商品贸易是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如何提高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外包，是我们当

前面临的很大问题。服务外包是专门的学问，目前正在大力推广，我们的高等院校尤其是经济与管理学院应

适应实际情况，加强对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的研究，才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此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如我们讲的在工业化的同时要进行城市化，也就是我们说的城镇化问题。

我国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１９４９年城镇化水平约为２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上升为４０％，２１世纪初达到４９％左

右，预计如果以后每年以１％的速度增长，到２０２０年才能接近６０％左右，由此可知，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国外有很

大的差距。城镇化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措施，目前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使它的规模扩大，发展更

多大型城市，建起一批大城市，同时在沿海和中部、东北地区建一批千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带动资源和人口的

聚集，从而加快聚集资源的速度，提高城镇化水平。因此，加快经济资源发展的研究势在必行。现在许多高校

已开设有关城市问题的专业和课程，经济与管理学院应该适应需要加强研究。目前，我们对城市化和区域化的

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与政策、实际联系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政策结合，解决实际问题。我

们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很多，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对经济与管理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经济与管

理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问题是原来我们不想研究的问题，客观要求去做，我们就必须去做，而且要做好。
面对经济发展新的要求，从事经济与管理研究的学者要勇敢地承担起新的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作为经济与管理研究领域主力军的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院（系），既

要认清形势，又要顺应形势的需要，做出积极、正确的应对。
首先，高等院校的办学要走国际化道路。如何走国际化道路，具体的讲，一是要从国外“请进来”。邀请

国外教师做客座教授、特聘国外教授，聘请有国外经历的教授或国外学习回来的教师来讲学；还可以“走出

去”，选派更多的学生和教师去国外学习或进修，同时接收更多的留学生，与国外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建立起

良好的交流机制与桥梁。二是开展国际合作，共享研究成果，使双方互惠、互利、共赢。三是更多地采用国外

的相关教材，或在借鉴国外教材的基础上编写自己的教材、教案。总之，我们要在国际化上下功夫，即在教学

计划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更多地借鉴国外经验，使我们的学生像在国外一样受到良好的国际教育。
其次，在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要传承东方的文明和文化。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孔孟

之道、老子哲学、孙武兵法等都是经济与管理学方面丰富的资产，进一步深入地挖掘和整理，并运用到现代的

经济与管理中去，进而把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西方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与管

理科学，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派，才能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再者，我们还应在教学改革上进行大胆探索与实践。现在我们的师资力量不够，除了引进师资我们更应

该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尤其是一些新设的专业，需要考虑招生名额以及热门专业和就业困难冲突的问题，
专业的设置一定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总之，我们应该根据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选择我们所办的专业和课程，让高等院校的经济与管

理院（系）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而使经济与管理研究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找准自己的定位，培养出自己

的人才梯队，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扎扎实实地做下去，做出成效，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二十届普通高校经济与管理院（系）协作会”上的发言整理，并经作者审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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