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是中国科
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1958年
9月，经济研究所并入新组建的上海社会科学
院，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等基础理论研究。近年来，经济研究所顺应国
家高端智库建设，依托学科优势，注重学科发展
与智库建设双轮驱动，主动服务市内外各级政
府和企业，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区域经济发
展、金融与资本市场、贸易中心和自贸区建设、
能源交通和低碳经济、社会和人口、创新经济和
创新产业等领域有大量研究成果呈现。

经济研究所现设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室、西
方经济学研究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
室、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国际贸易与投
资研究室、统计学与数量经济研究室和《上海经
济研究》编辑部。办公室负责日常行政工作。

经济研究所拥有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点和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分别为：理论
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
硕士点、统计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二级学科方
向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
方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社会经济
统计学等。经济研究所现有博士生导师 14
名、硕士生导师16名，每年招收博士生、硕士
生30余名。

经济研究所在学科发展的同时，始终注重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优秀成
果。《社会必要产品论》《双重机制运行论》《上海
经济发展丛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理论与实践
丛书》《上海经济蓝皮书》等成果有较大学术影
响，为理论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曾获
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1次，上海市学术贡献奖3
次；自2000年以来，共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11项，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
和宣传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上海市决策咨询一
等奖3项，全国优秀皮书一等奖1项。

《上海经济研究》是经济研究所主办、国内
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理论月刊。注重论文的思
想性和学术性、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文风，鼓励
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探索，积极开展学术讨论和
争鸣。自1984年创刊以来，先后被评为“首届
全国优秀经济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
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同时也是“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和“CSSCI”的来源期刊，在国内
外同类期刊中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并已于
2014年在境外成功发行。

《上海经济发展报告》（上海经济蓝皮书）自
2000年开始编写，《上海浦东经济发展报告》（浦
东经济蓝皮书）自2012年开始编写。上述两本
蓝皮书在全国地方类皮书综合评级中名列前
茅，多次荣获全国“优秀皮书”奖。自2010年起，
上海经济蓝皮书连续成为上海市人大、政协的
与会资料、供代表们取阅，得到两会代表的肯定
和认可，并成为他们资政议政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发展的辉煌历程

2016年，经济研究所度过她辉煌发展60周
年华诞。经济研究所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
可以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6.8-1958.8）：“中国科学院
上海经济研究所”成立和运行阶段。新生的经
济研究所犹如初生婴儿呱呱坠地、蹒跚学步，开
始向我们走来。

1956年8月2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
究所开始筹备，所址在上海市高安路9弄3号。
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
正式成立，所址迁至上海市靖江路15号。次年4
月，中国科学院宣布：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
所正式成立，所址迁至上海市徐家汇蒲西路6号
甲。全所分设三个研究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
业社会主义改造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
组、政治经济学组，以及办公室和资料室。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研究所经历了筹
备、选址、安顿，到正常运作的过程。新生的经
济所云集了国内一流的学者大家，蜚声学界的
有沈志远、黄逸峰、吴承禧、姜庆湘、姜铎、杨荫
溥等。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史
学科，从开始起就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领域的
重镇，并一直保持着经济研究所传统优势学科
的地位。

第二阶段（1958.9-1966.9）：经济研究所
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
重要组成部分，更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

1958年9月，经济研究所并入新成立的上
海社科院，改属地方建制的研究机构，先是受中
科院上海分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双重领导，一
直延续至1959年完全从中科院划出。所址也
几经变迁，先是从徐家汇蒲西路迁至陕西北路
186号（荣家花园）、后迁至万航渡路1575号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部，没过几年又迁回陕西北

路186号。
在此期间，经济研究所机构建制进一步完

善，学科设置进一步规范，科研队伍的老中青梯
队建设顺利推开，研究生班教育开始启动。这
时更多的学术大家开始云集经济所，有姚耐、孙
怀仁、雍文远、丁日初、王志平、葛忠平、褚葆一、
龚浩成、庞季云等。1961年，本所政治经济学
学科创始人雍文远、姚耐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
材》成为我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著作，发行量巨大。经济所成为名副其
实的上海经济理论界的标杆。

1959年9月起，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首届
研究生。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经济研究
所停止正常学术研究工作。1968年底上海社
会科学院的建制被撤销。

第三阶段（1978.10-2004.6）：上海社会科
学院复院，经济研究所拆分为三个研究所。拆
分后的经济研究所定位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
论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
史论并重。

1978年10月，十年动乱结束，上海社会科
学院重新恢复，原来的经济研究所拆分为经济
研究所、部门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研究所。
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研究和世界经济领域的
研究分别归属于新成立的部门所和世经所。所
址是淮海中路622弄7号，一直延续至今。

这一阶段，经济所的科研工作主要突出两
重两特：即政治经济学重点学科和中国近现代
经济史重点学科、就业和社会保障特色学科和
数量经济学特色学科。

政治经济学学科以基础理论为依托，以应
用研究为重点，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思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发展
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1985年，《社
会必要产品论》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中国
近现代经济史主要研究中国企业史、企业制度
史，上海经济史，中国金融史，中国工商团体史
等，获得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除了像王惟中、张仲礼、马伯煌、王亚文、郑
友揆等一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一辈经济
学家加盟外，还涌现出了在上海甚至在全国享
有盛誉、成果卓著年轻一代学者，如袁恩桢、沈
祖炜、周振华、张道根、左学金等。

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有：张仲礼的《中国
绅士》。该书1955年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
社出版，1991年中译本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
版。这本书一直是美国经济学界公认的大学课
外重要参考书籍，曾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
事会奖，张仲礼本人也因此获美国卢斯基金会
中国学者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亚洲杰出贡献
奖和首届上海市学术贡献奖。此书译成中文以
后，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更大，可以说，对晚清社
会史、绅士史的研究成果中，没有一本没受此书
的影响，这是一部经得起学者推敲、经得起时间
考验的经典性学术著作。

雍文远主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1985年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所提出的原创性
观点对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书以商品为社会主义经济细胞与研究起点，
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
的基础所在。这一观点获得了理论界的极大关
注，之后各地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大量从
分析商品开始。此后出版的《双重运行机制论》
是《社会必要产品论》的继续深化研究，在中国
经济运行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袁恩桢研究员是一位长期耕耘在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有丰厚学术造诣的著名
经济学家，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关
于温州经济发展与致富之道、关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双重运行理论等方面的成果是其学术贡
献的主要体现。

2000年开始，经济所在时任副所长周振华
带领下，开始组织编写上海第一部蓝皮书----
《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至今已历时19年，蓝

皮书不仅成为经济所的一张名片，更成为上海
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决策咨询参考。《经济学术资
料》更名为《上海经济科学》，再更名为《上海经
济研究》，并从内刊成为公开发行的国内一流学
术期刊。

1981年，经济所先后成为经国务院学位办
批准的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点，1986年被批
准为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成为全国较
早拥有博士授予权的单位。1999年，经济所理
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也得以设立，成为为社
科院和社会培养和输送高端经济学研究人才的
重要基地。

第四阶段（2004.7-2015.11）：上海社会科
学院提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
新智库”的目标，经济研究所随之将自己的定位
调整为“学科建设、智库发展双轮驱动”。

经济研究所作为一家重点研究经济学基础
理论的专业科研机构，除了扎实做好政治经济
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学科领域的学术研
究之外，还积极投身于风起云涌的经济改革和
发展大潮，以自身的理论研究积累，进行深入细
致的调查、分析和思考，解决经济活动实践中出
现的各种问题，积极为党和政府、为企业提供决
策咨询服务。

2014年3月，为适应改革需要、完善学科体
系，经济所按理论经济学下属各二级学科重新
调整了研究室：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
室、国际投资与贸易、统计学与数量经济研究室
等，这也是目前经济所的机构设置。

2006年被批准为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予点，拥有下属5个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权，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和
统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也先后获得。2013
年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
等院校的学科评估结果中排名第16位。2009
年起，经济所博士后流动站还与申万公司博士
后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

2014年先后有6个科研团队被列入上海社
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团队，分别是“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数量经济学”
三个创新学科团队，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研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中国宏观
经济运行研究”三个创新智库团队，成为全院获
得创新团队最多的研究所之一。

经济所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更多的科研骨干和青年才俊脱颖而
出，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各类重大成果奖项。张
仲礼、雍文远、袁恩桢先后获得上海市学术贡献
奖，这也是上海社科院最早获得市学术贡献奖
的三位学界泰斗。多人多项成果获得上海市哲
社奖和决策咨询成果奖。如周振华的《推进上
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左学金的《上海“十二
五”发展规划思路研究》、石良平的《贸易便利化
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都获得了市决策咨
询的一等奖。此外，杜恂诚、张忠民、权衡、梁中
堂、沈开艳、雷新军等的著作或论文都曾获得上
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邓
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优
秀皮书一等奖等。

第五阶段（2015.12-现在）：2015年12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式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
设试点单位，定位于建设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
际知名度的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经济研究
所作为社科院的一支重要研究力量，也迎来了
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的黄金发展期。

为了顺应社科院的高端智库研究需要，经
济所本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培养德才兼备和
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在理论联系实际、决策咨
询研究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充分发挥
经济所作为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重要组成
机构在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
务、对外合作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016-2018三年中，经济所共获得各类国家
级课题立项9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

项；国家高端智库课题21项；上海市市级课题48
项。同时，还发表出版一批高质量学术论文和专
著；获得上海市市级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

2019年5月7日，经济研究所“沈志远学术
讲坛”正式成立，成为拓展学术研究平台、扩大
学术研究影响力的重要学术品牌。

二、未来的灿烂愿景

展望未来，经济研究所将围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
题，开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与发展的思想史、区域与城市经济均衡协调
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一带
一路”战略和构筑对外开放话语体系、上海四个
中心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等领域，依托深厚的
理论素养和学科基础，开展理论研究和决策咨
询服务，为党和政府提高治国理政的水平、促进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足上海实践、服务国家
战略、构建国际学术通道、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
方面作出贡献。

1.决策咨询与智库建设
未来，经济研究所要将决策咨询与智库建

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抓项目、树品牌、重调
研、出成果。这是经济所基于长期以来对理论
与实践问题的深刻理解，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开
放和发展对决策咨询研究的巨大需求，以及作
为一家社会科学专业研究机构和高端智库的重
要组成部门的责任所在。

2.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经济所将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规范学科

建设，努力提高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在理论研究方面，将依托三大创新学科（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学科、经济史与经济思
想史创新学科、数量经济学创新学科），进一步
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
究，梳理总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演变发
展过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本
概念、运行规律、发展态势等予以清晰阐释，构
建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在学科建设方面，主要在学科的可持续发
展方面、学科发展的社会影响力方面、为政府为
社会决策咨询方面，全面显示本学科的权威性
和影响力。聚焦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主题，
立足创新团队在各个领域的研究积累，从经济
学的全方位进行理论阐述，最终形成一套逻辑
自洽、解释力强的理论经济学研究范式，扩大成
果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

3.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
未来几年，要在经济所培养一支年龄结构、

职称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能涵盖理论研究和
智库建设主要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队伍。有更
多的学者成为上海理论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代表
性的人物，在全国相关研究领域成为有较高知
名度和学术影响力的人物。

根据不同科研人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差
异化的培养方案，重点支持和鼓励培养青年科
研人员独当一面主持或参与重大项目攻关，结
合6个创新团队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提高团
队成员的学术水平，力争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的学科团队。培养其对经济理论问题和经济
现实问题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研究能力。
通过人才队伍的发展，努力推动全所科研人员
在智库建设、学科发展与个人成才方面取得良
好的成绩。

4.国际交流和话语体系建设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经

济所也是一个开放的研究所。对内资政启民，
对外发出“中国声音”，掌握话语权。经济所将
努力加强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加强与各国
顶尖的经济类智库机构和世界名校的合作交
流，通过与国际智库和高校共同开展研究与派
出访问学者等形式，有效提升科研人员科研能
力，提升中国理论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国际
学术影响力，为中国实现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
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经世济民一甲子，研学究理六十年。过去
六十年经济所创造了辉煌，今后六十年经济所
将传承辉煌。总之，在未来的发展中，经济所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密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把
握政治方向，做到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并驾齐
驱，基础理论研究和高端决策咨询双获丰收；
做到修炼内功与开门办所相结合，搭建更广泛
合作平台；做到坚持人才第一战略和优胜劣汰
机制，致力于形成优秀的科研梯队，更好更多
地出科研成果，努力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目
标，进一步发挥经济所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
的综合优势，开创经济所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沈开艳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韩汉君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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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济民辉煌历程 研学究理灿烂愿景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回顾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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