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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特藏整理 

華文雜誌創刊號《經濟研究》 

特藏組 陳曦  

本館典藏《經濟研究》創刊號，目前收藏於東海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室，

由特藏組典藏、維護與管理。館藏《經濟研究》封面為白底黑字，由上開始

為刊名「經濟研究」、卷期數「1」、發刊年份「1955」。卷期數與發刊年份皆以

阿拉伯數字標示，採西年紀元。創刊號有書名頁，書名頁題字由上而下為刊

名「經濟研究」、出刊年分與卷期數「一九五五年    第一期」、出版者「經

濟研究編輯部編輯」與「科學出版社出版」。 

《經濟研究》從創刊號(1955 年 4 月 22 日)發行迄今，現仍持續發行，出

刊頻率為月刊，最新一期為 2018 年 5 月號。回顧刊載於創刊號的發刊詞，本

刊物最開始的發刊頻率為雙月刊 1，近年來的發刊頻率為月刊。 

《經濟研究》是「創刊之初，就密切結合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

組織過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價格形成等問題的討論」 2的刊物，在文革期

間，是否能避開當時眾多刊物被迫停刊的命運呢？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

顧問劉國光同志的致詞〉記載：「《經濟研究》是在黨中央的關懷下，在狄超

白、薛暮橋、於光遠、孫冶方、許滌新、耕漠、林裡夫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的

宣導下，於 1955 年創辦的。……文革期間《經濟研究》被迫停刊，1977 年

在黨中央的過問下復刊了。」 3可以得知，該刊物仍未能避免被停刊的命運，

惜未說明停刊日期。 

瀏覽「中國知網」收錄的《經濟研究》，1965 年發行 12 期，而 1966 年僅

發行 4 期，4參考王冬梅〈「文化大革命」不等於「文化大革命时期」〉說：「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是新中國經歷的『文化大革命』時期。」 5則很可

能在 4 月份發行了第 4 期之後，5 月即被迫停刊了。至於「1977 年在黨中央

的過問下復刊」，究竟在幾月呢？《經濟研究》編輯部〈經濟研究，高層論壇

(2018)--紀念改革開放 40 周年暨《經濟研究》復刊 40 周年預告〉記載：「1978

                                                 
1 發刊詞：「本刊是在上述客觀要求之下產生的。暫定每兩月一期，」頁 1。 
2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在慶祝《經濟研究》創刊 40 周年

《經濟學動態》創刊 35 周年大會講話〉，《經濟學動態》1995 年 12
期，1995 年 12 月 1 日。 

3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在慶祝《經濟研究》創刊 40 周年

《經濟學動態》創刊 35 周年大會講話〉，《經濟學動態》1995 年 12
期，1995 年 12 月 1 日。 

4 據「中國知網」收錄期數記載，但 1961 年至 1965 年皆每年 12 期。 
5 見《黨史文匯》2012 年 11 月， 2012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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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經濟研究》

雜誌正式復刊。」 6則應是 1977 年得以復刊，但直到 1978 年才正式復刊，再

據「中國知網」收錄 1978 年共有 12 期，其第 1 期未見〈復刊詞〉之類，僅見

社論〈把經濟理論戰線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而 1977 年則未見

任何一期，則應是復刊於 1978 年 1 月。 

《經濟研究》創立的動機是編輯群認為當時(1955)的經濟理論研究不及於

經濟實務的發展，唯有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理論研究密切地結合，國

家才能朝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發展 7。 

刊物發展至今，現階段的刊物定位為「綜合性經濟理論類期刊」 8，仍是

重視經濟理論研究。 

壹、創刊號目次 

發刊詞……(1) 

關於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問題的討論 

關於我國過渡時期基本經濟法則問題  駱耕漠……(2) 

關於個體經濟、合作社經濟的經濟法則和中國過

渡 時 期 經 濟 的 基 本 經 濟 法 則 問 題  王 思

華……(11) 

關於經濟法則的幾個問題的答覆 王學文…(21) 

目前爭論的主要分歧在那裏  蘇星……(34) 

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若干政策的客觀依

據問題  孫曉邨  蕭鴻麟  曹錫光…(40) 

英 國 資 產 階 級 紡 織 利 益 集 團 與 兩 次 鴉 片 戰 爭 史

料(上)  嚴中平……(64) 

關於美國農業危機徵象的一些統計資料 郭季…(73) 

關於印度尼西亞的天然橡膠資料 金紀……(78) 

蘇 聯 經 濟 學 界 關 於 部 門 經 濟 學 對 象 問 題 的 討 論  

孫耀君  白鐵民……(84) 

                                                 
6 見《經濟研究》2018 年 2 期，2018 年 2 月 20 日。 
7 發刊詞：「目前又正在進行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這要求國

家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的理論研究有更密切的結合；但就現狀而論，經濟的理論研究

遠遠落後與經濟的實踐，因此，當前經濟科學研究的任務是很艱鉅的。」頁 1。 
8 檢自：http://www.erj.cn/cn/Info.aspx?m=201009131055173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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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刊詞 

發刊詞內文為繁體，從當時(1955)國家的經濟活動發展方向，以及說明經

濟 研 究 工 作 的 四 個 面 向 ， 寫 出 刊 物 發 行 的 動 機 與 背 景 ， 並 且 敘 明 出 刊 頻 率 與

預計收錄文章的內容類型。 

發刊詞 

理 論 研 究 是 與 我 國 過 渡 時 期 國 家 經 濟 活 動 不 可 分 離 的 部 分 。 社 會 主 義 的

經 濟 建 設 ， 是 在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科 學 理 論 指 導 之 下 進 行 的 ； 同 時 ， 在 我 們

不 斷 進 行 著 的 創 造 性 的 勞 動 中 ， 又 產 生 著 無 窮 的 智 慧 和 經 驗 ， 經 過 綜 合 研 究

能 夠 豐 富 和 提 高 各 個 部 門 的 科 學 理 論 。 我 國 勞 動 人 民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下 經

過 長 期 的 艱 苦 鬥 爭 ， 已 經 在 社 會 經 濟 的 改 革 和 建 設 方 面 獲 得 了 偉 大 的 成 就 ，

這 些 成 就 是 與 黨 的 正 確 理 論 指 導 不 可 分 離 的 ； 目 前 又 正 在 進 行 著 大 規 模 的 社

會 主 義 經 濟 建 設 和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 這 要 求 國 家 的 經 濟 活 動 和 經 濟 的 理 論 研 究

有 更 密 切 的 結 合 ； 但 就 現 狀 而 論 ， 經 濟 的 理 論 研 究 遠 遠 落 後 與 經 濟 的 實 踐 ，

因此，當前經濟科學研究的任務是很艱鉅的。 

現 階 段 的 經 濟 研 究 工 作 ， 大 體 上 可 分 做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第 一 ， 是 配 合 當

前 國 家 經 濟 活 動 的 需 要 ， 對 於 重 要 的 經 濟 問 題 進 行 理 論 性 的 研 究 。 在 這 方 面

既 要 掌 握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基 本 原 理 ， 同 時 要 對 國 家 的 經 濟 活 動 和 社 會 的 經

濟 發 展 不 斷 地 進 行 調 查 和 掌 握 足 夠 的 資 料 ， 發 現 問 題 ， 並 從 理 論 上 來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第 二 ， 研 究 政 治 經 濟 學 和 部 門 經 濟 學 ， 研 究 和 討 論 過 渡 時 期 的 經 濟

法 則 及 其 作 用 ， 闡 揚 社 會 主 義 的 經 濟 原 理 。 目 前 在 我 國 經 濟 科 學 領 域 內 ， 資

產 階 級 唯 心 主 義 的 理 論 還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 這 是 應 該 認 真 加 以 批 判 和 清 除 的 。

祇 有 徹 底 批 判 了 謬 誤 的 唯 心 主 義 理 論 ， 才 能 對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經 濟 理 論 有

更 深 入 的 體 會 ， 才 能 在 實 際 工 作 中 少 犯 錯 誤 。 第 三 ， 整 理 和 綜 合 近 代 經 濟 資

料 的 工 作 ， 這 是 我 們 進 行 有 系 統 地 研 究 各 門 經 濟 科 學 和 經 濟 史 的 基 本 工 作 ，

如 不 能 系 統 地 掌 握 大 量 資 料 ， 科 學 的 理 論 研 究 是 不 可 能 進 行 的 。 資 料 的 時 間

範 圍 大 體 上 要 自 一 八 四 〇 年 的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開 始 ， 以 至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後 恢 復 時 期 的 結 束 。 其 中 包 含 三 個 歷 史 階 段 ， 要 為 近 百 年 來 我 國 社 會 經 濟

的 演 變 的 研 究 、 我 國 新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階 段 社 會 經 濟 改 革 的 研 究 以 及 我 國 國 民

經 濟 恢 復 階 段 的 研 究 提 供 條 件 。 第 四 ， 蘇 聯 在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過 程 中 對 於 經 濟

理 論 的 研 究 已 有 輝 煌 的 成 就 ， 我 們 要 學 習 和 接 受 這 些 成 就 ， 並 結 合 中 國 的 具

體 條 件 和 實 踐 過 程 更 加 以 豐 富 和 發 揚 。 蘇 聯 和 各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與 我 們 的 經 濟

關 係 是 息 息 相 關 的 ， 日 趨 密 切 的 ， 研 究 社 會 主 義 陣 營 內 部 的 經 濟 關 係 也 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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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迫 切 的 重 要 任 務 。 對 於 亞 洲 各 國 和 重 要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經 濟 情 況 的 研 究 ， 也

是决不能忽視的一個方面。 

本 刊 是 在 上 述 客 觀 要 求 之 下 產 生 的 。 暫 定 每 兩 月 一 期 ， 內 容 有 ： 經 濟 論

文 、 調 查 報 告 、 中 國 經 濟 史 資 料 、 國 際 經 濟 資 料 以 及 蘇 聯 和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底

學 術 動 態 等 。 凡 是 經 濟 科 學 範 圍 以 內 的 有 學 術 價 值 的 文 章 和 資 料 都 可 在 本 刊

發 表 。 這 裡 所 刊 登 的 文 章 主 要 還 是 學 習 探 討 型 的 ， 並 非 都 是 結 論 性 的 。 只 要

從 客 觀 出 發 ， 實 事 求 是 地 反 覆 進 行 討 論 鑽 研 ， 就 可 能 在 理 論 上 得 出 比 較 正 確

的結論。因此，本刊歡迎自由討論，歡迎以學術態度來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本刊初與讀者見面，內容與編輯方面都有缺點，要求讀者的批評和幫助，

並歡迎踴躍投稿。 

 
参、編委名單與稿約 

《 經 濟 研 究 》 創 刊 號 的 編 輯 委 員 會 名 單 與 稿 約 置 於 同 一 頁 ， 於 刊 物 架 構

的順序為正文後、版權頁前。 

編委名單 

分為上下兩欄，上欄為經濟研究編輯委員會名單，下欄為經濟研究稿約 

經濟研究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有*者為常務編委) 

于光遠  千家駒  王亞南  王思華  王寅生*  王學文 

沈志遠  吳承禧  狄超白*  宋 濤  巫寶三  孟用潛 

林里夫*  姜君辰  孫曉邨  孫懷仁  郭大力  陳振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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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瀚笙  許滌新  張錫昌  駱耕漠  薛暮橋  嚴中平 

經濟研究稿約 

一 、 為 推 進 經 濟 科 學 的 研 究 工 作 ， 特 創 本 刊 ， 歡 迎 全 國 經 濟 科 學 研 究 工 作 者

投稿。 

二、本刊內容主要包括： 

(1)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闡述； 

(2)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濟理論的闡述和研究； 

(3)有關中國經濟史的資料整理和研究； 

(4)對於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批判； 

(5)關於調查研究的報告； 

(6)有關國際經濟的資料整理和研究； 

(7)關於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經濟科學情况的介紹和報導； 

(8)關於經濟學著作的評介。 

三、本刊不收譯文。 

四 、 來 稿 每 篇 最 好 不 超 過 三 萬 字 ， 經 本 刊 採 用 刊 出 後 ， 即 致 稿 酬 ； 如 不 合 用

者，當妥為寄還。 

五、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通訊處，以便聯系。 

六、來稿請寄北京西郊海淀中關村中國科學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 

肆、版權頁 

經濟研究 

(雙月刊) 

一九五五年 第一期 (總 1 號) 

編輯者 經濟研究編輯部 
北 京 海 淀 中 關 村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 京 東 四 區 帽 兒 胡 同 二 號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總發行者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局 

代訂代售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局 

 (京)0001-8,600■  1955 年 4 月 22 日出版  定價：六角 

按 ， 此 頁 裝 訂 邊 有 一 行 細 字 緊 貼 裝 訂 處 ， 直 書 「 北 京 市 期 刊 登 記 證 出 期 字 第

二一一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