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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统计学

家和经济学家。今年是钱伯海先生诞

辰 85 周年，也是他不幸离开我们的第

十个年头。借此缅怀先贤和恩师，我

们对先生的毕生伟业、学术贡献和名

师风范更感到由衷的钦慕和景仰。

一、生平伟业
钱伯海先生 1928 年诞生于江苏

泰兴。新中国建立初期（1951 年）毕

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即由我国经济学

泰斗、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教授亲自

选聘到厦门大学任教，并在厦大数十

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直到他生命的

最后一刻。王亚南校长强调从实际出

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非常注重统计

调查研究。厦大经济统计学科就是在

王校长这种办学理念指导下，由以钱

伯海先生和黄良文先生等为代表的老

一辈经济学家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厦大，钱伯海先生曾先后担任

厦门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计划统计系

主任和经济学院院长等行政职务长达

32 年之久。在校外，他还曾担任中国

统计学会副会长（第 1 － 3 届）、专

家咨询组组长和顾问（第 4 － 6 届），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会长，国

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

总体规划组组长，以及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第 2 － 3

届）等诸多社会学术兼职，并受聘担

任近 20 所高等院校的兼职、客座或特

聘教授。

在担任繁重的院系行政工作和

各种社会学术兼职的同时，钱伯海教

授将主要精力用于科学研究和教书育

人，以执着的科学精神和超人的毅力

长期勤奋工作，可谓“著作等身”、“桃

李芬芳”。他先后撰写或主编 30 余种

研究专著和全国统编（或规划）教材，

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累计著述总量

达 1200 万字以上，其中若干主要成果

汇集在煌煌五卷《钱伯海文集》中（由

中国经济出版社于 2001、2002 年出

版）。他的科研成果有多项获得国家

级奖励以及更多的省部级奖励，他本

人多次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文教

战线先进工作者、优秀专家和有突出

贡献专家，以及国家部委系统的优秀

教师，受到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和

国家有关部委的奖励与表彰。他长期

坚持一线教学工作，并从 1980 年起招

收研究生，是国内最早招收统计专业

研究生的导师之一；截至2004年为止，

他累计招收和培养了 40 余名博士研究

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当时是招生

人数最多的本学科博士生导师之一），

以及 20 余名硕士研究生。他培养或指

导过的众多弟子如今在国内、国外各

行各业努力工作，不少已经成为业界

精英、政界翘楚或学界栋梁。

在国内高校中素以人文社会科学

等理论研究见长的厦门大学，钱伯海

先生是迄今为止全校仅有的六位文科

资深教授之一，也是厦门大学统计学

国家级重点学科的主要创立者和老一

辈学术带头人。钱先生毕生坚持真理，

勇于探索，开拓创新，成就斐然。他

是“国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统计

学”等多门经济与统计新学科的奠基

人，他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

则”被称为“钱氏定理”，他对中国

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建设和

发展贡献卓著，不仅在我国统计学界、

而且在经济学界都享有重要的影响和

崇高的威望。

二、学术钜献
钱伯海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数理统计专业，在厦门大学任教后，

凭借其精深的科学素养和独具的研究

功力，根据理论和实践的需要转向经

济统计学的教学和研究，进而又逐步

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经济学探索和创

新。他的研究领域既宽广、又深厚，

其理论建树硕果累累。在他的诸多学

术贡献和理论遗产中，以下几个方面

尤其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努力探究、

发掘、继承和发展。

（一）创建“国民经济统计学”

新学科

在 1980 年以前，我国高校的经

济统计学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只有部

门统计，没有综合统计；或者即便有，

后者也只是各部门或各专业统计的简

单拼凑，既重复累赘，又缺乏系统的

理论梳理和归纳整合。钱伯海先生从

1972 年起接受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

委托，带领团队专门研究美国的国民

学界巨擘 名师风范
——纪念钱伯海先生诞辰 8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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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和国民收入统计体

系，取得重要成果。以此为契机，理

论联系实际，经过深入调研、反复探

索和提炼归纳，形成了专著《国民经

济综合平衡统计学》，并用于厦门大

学的经济统计专业教学。1978 年，钱

先生应国家统计局领导的要求将该书

作为新学科教材带到全国统计科研教

学会议上交流，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

重视和普遍好评，并迅速以油印本形

式流传到国内许多高校；钱先生在厦

门大学开设的相应课程也吸引了国内

众多高校的教师访学进修，一时蔚然

成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2 年正

式出版了该著作，《世界新学科总览》

等辞书将其作为新学科的代表作给予

专门推介，该书在 1987 年国家教委组

织的全国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荣获国

家级奖励。

鉴于“综合平衡”本来就是“国

民经济统计”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后，

通过经济统计界同行的共同探讨，并

充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国民经济核算

理论和经验，该学科及其教材逐步演

进为现今的“国民经济统计学”或“国

民经济核算原理”。钱伯海教授主持

并邀请国内各高校知名专家共同编写

了该学科的多种全国统编教材和国家

级规划教材，这些教材先后获得全国

优秀统计教材奖、全国统计科技进步

一等奖等多种奖励。现在，“国民经

济统计学”已经成为国内各高校经济

统计的主干课程，也是宏观经济学的

重要基础。

（二）提出“国民经济核算平衡

原则”

在创建“国民经济统计学”的过

程中，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当

时世界上长期并存的两大国民经济核

算模式——即东方国家的物质产品平

衡表体系（MPS）和西方国家的国民账

户体系（SNA）——进行潜心钻研，以

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见常人之所未

见，发现两大核算模式既有显著差别、

又有基本共性，从而创造性地归纳、

提炼出了著名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

原则”。这一原则的经典表述是：“生

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就算到哪

里，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与派生

收入就在哪里分界。”该原则以十分

晓畅而又异常精练的语言，准确地揭

示了国民经济核算中各种总量平衡和

结构平衡的基本原理，从方法论的角

度高度概括地总结了纷繁复杂的国民

核算体系中各种操作规范和细节规定

的理论依据，对于正确把握和运用国

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起到提

纲挈领、以简驭繁的重要指导性作用。

该原则的首次完整表述出现于《国民

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一书中，此后

又被进一步提炼、阐发以专题论文《国

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发表于国内

顶尖人文社科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1984 年第 3 期，此后还被译为英文发

表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影响

广及海外。以上论文获得国家教委颁

发的首届全国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国内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奖

励）；在国家统计局1992年颁布的《中

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中，

该“平衡原则（整体原则）”的基本

内容被载入第一章；该原则还被人们

称为国民经济核算或国民经济统计中

的“钱氏定理”。其影响之深远由此

可见一斑。

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不仅对于

理解和把握 MPS 和 SNA 两大核算模式

具有显著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同一种

核算模式下正确地进行经济统计和经

济分析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鉴

于此，钱先生针对经济理论和实践中

违反平衡原则的种种典型事例和严重

谬误撰写了专题论文《正确认识社会

产品、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

予以澄清（刊载于《经济研究》1983

年第 5 期），并对平衡原则的理论意

义不断进行提炼、开掘和提升，使其

更好地发挥理论基础作用。

（三）充当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改革的理论先驱和斗士

钱先生不仅亲历了中国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过程，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发挥了重要作

用。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率先研究

国际上先进的国民经济核算成果和经

验，到此后创立中国的“国民经济统

计”学科，提出“国民经济核算平衡

原则”，这些都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改革作好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钱伯海先生还组织厦门大学的研究团

队和全国高校的经济统计同行协同攻

关，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六五”

和“七五”时期的两个重点项目“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通过大量的

理论研究和编制实践，取得了一系列

重要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

奖励。同时，自 1984 年起，他担任国

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

的总体规划组组长多年，直接参与我

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设计等

工作。鉴于在中国新国民核算体系的

建立过程中，面临许多重要理论难题，

尤其对于第三产业是否应该纳入国民

经济生产范围，经济理论界存在很大

争议。钱伯海教授意识到，其“核心

在于劳动价值论，在于生产劳动范围，

这是长期存在的争论，而且常常归结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争论”。出于理论工作者的高度

责任感，他毅然以大量精力投入到相

应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中，充当

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卫士”

和“斗士”，先后出版了《社会劳动

价值论》和《经济学新论》等著作，

并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

济学家》和《理论前沿》等多种报刊

上发表大量论文，论证新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科学性，

为我国国民核算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包括国家统计

局主要领导在内的理论和实务界同行

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四）改造经济统计学的课程体系

如前所述，我国高校的经济统计

课程和教材曾经长期受苏联影响，按

工业、农业、商业、基本建设等部门

和劳动工资等专门领域分别开设，种

类繁多，内容琐碎，而且相互重复，

大多流于政府统计实务的指标解释，

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技术含量。有的著

名学者专家质疑其科学性，广大教师

和学生也反映强烈，要求改革。对此，

钱伯海教授通过对原有经济统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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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深入剖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

巨大的共性：一是活动条件，二是要

素投入，三是成果产出，四是投入产

出对比的经济效益。基于这些共性，

他提出了整合各部门经济统计学（包

括第三产业），建立“企业经济统计学”

的构想。并身体力行，亲自主持形成

教材提纲，组织兄弟院校的专家编写

出版了《企业经济统计学》教材（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中国统计出

版社，1995 年）。该教材既提高了经

济统计的理论水平，又兼顾了各部门

统计的共性和特点，在教学实践中收

到良好效果，于 1997 年获得首届全国

统计优秀图书奖。鉴于微观层面的“企

业经济统计学”与宏观层面的“国民

经济统计学”相互对应，构成完整的

经济统计学课程体系，后经全国统计

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确定将这两门

课程均列为我国高校的统计专业主干

课。此举顺应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高校经济统计学

专业教学的基本格局。

（五）构建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新

学科体系

长期以来，经济学和统计学一直

存在着不同的学科分支和分类体系。

钱伯海教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认

为整个经济活动存在两个层次的运

动，即国民经济运动和企业经济运动。

为此，需要建立四门密切相关的经济、

统计新学科，即“国民经济学”和“国

民经济统计学”、“企业经济学”和“企

业经济统计学”，从而形成相对完整

的经济与统计学科体系。经过多年努

力，他主持撰写的各门新学科著作已

经陆续出版问世。

除了已如上述的两门统计学著作

外，他主编的新学科专著《国民经济

学》出版于 1986 － 1987 年（上、下

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2 年主

编出版《国民经济学》教材（中国经

济出版社）；2000年出版个人专著《国

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该

系列的新学科著作以国民经济整体为

研究对象，将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

学熔为一炉，出版之后受到经济理论

界的重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宋涛、谷书堂、李成瑞等先后在《人

民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

上发表书评，给予高度评价；《世界

新学科总览》等新学科辞书也把该书

作为新学科的代表作专门介绍。该书

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和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组织修订研究生专业目录，钱伯海

教授作为经济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根

据我国的经济体制变化和学科建设需

要，建议整合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投

资经济等学科设立国民经济学，得到

采纳，国民经济学遂成为经济学中独

立的二级学科。目前，我国部分高等

院校设立了国民经济学的博士点和硕

士点，专门培养该专业的高级人才。

至于“企业经济学”，虽然没有单独

的专著或教材问世，但在钱伯海先生

已出版的《经济学新论》（全文本和

简要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

2002 年）中有专门篇章（第三篇各章）

论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钱伯海教授通过这些著述在经济学领

域中不懈探索，取得长足进展，提出

不少独到见解和创新观点，形成了自

己的理论体系。

以上所述仅涉及钱伯海先生在相

关领域的若干重要贡献，挂一漏万，

在所难免，尚待各位学者专家共同发

掘和探讨。

三、名师风范
钱伯海先生长期担任厦门大学经

济学院的院系行政领导，在学科发展

和建设上兼具超常的战略眼光和务实

精神。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厦门大学

计划统计系创办了经济信息管理专业

和国民经济与核算研究所，先后获得

统计学、数量经济学等硕士学位授予

权，以及统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

在首次重点学科评估中获得全国第一

个统计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从行政岗

位卸任之后，他仍然心系学科建设，

充分尊重和大力支持继任院系领导的

工作。

无论作为一位普通学者或是名家

大师，钱伯海先生总是兢兢业业、勤

奋工作，惜时如金、淡泊名利，团结

同事、大公无私。他胸怀宽广，民主

待人，注重培养新生力量；海纳百川，

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尊

重科学、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

提倡在科学问题上独立思考、人人平

等，常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教导弟子不要“人云亦云”，还常用“牛

耕田会老，闲着也会老”这句朴实的

农家谚语自勉并勉励弟子。正是这些

优良的学术品格和独具的人格魅力，

造就了他毕生的非凡业绩。他在学术

上不懈追求，生活上简朴自然，用辉

煌的一生实践了厦门大学“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校训，是我们学习和仿

效的楷模。

钱伯海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

但他的风范和伟业长存，他留下的道

德文章、学术思想是我们宝贵的精神

财富，需要我们努力传承并发扬光大。

尤其当前处于统计学科建设新的历史

时期，怎样在一级统计学科的大背景

下，推进我国经济统计学科的健康发

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与逐步完善，以及中国经济在全球化

进程中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

统计学也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并

与数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

科交叉融合，以求更好地指导中国经

济实践。作为一位具有数理统计学背

景的著名经济统计学家，钱伯海先生

求真务实的治学理念和不断探索的科

学精神，仍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典范和

指导作用，我们从先生留下的精神遗

产中仍将获得许多重要的启迪。

谨以此文作为对钱伯海先生诞辰

85 周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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