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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纶（1922—2012），江苏苏州
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新
中国金融与财政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人
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共党员。中国民
主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
第六、七、八届委员和经济委员会委员。
“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一

1922年4月，王传纶出生在江苏省苏

州市曹家巷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他自幼

好学，品学兼优。高二时淞沪战起，学业

时续时断。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王传纶

全家被迫逃往上海以避战祸。1938年，王

传纶在租界的中学继续高三课程。

当时，正值北方的清华、北大和南开

南迁合并为西南联大，并委托暨南大学代

为招生。王传纶当时高中尚未毕业，只能

以同等学力投考，因诸科成绩优秀，遂被

录取。该年秋，他自上海出

发，历经辗转，最终到达昆

明，成为联大第一届学生，

时年16岁。

战争期间的西南联大宛

如严寒中的梅花，是中外学

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偏居边

陲，存亡未定，物质生活是

艰苦的。据王传纶回忆，很

多教师甚至要靠卖旧家当维

系生活，很多学生则是靠课

余打零工来完成学业，就连

校长梅贻琦夫人都需要时常 王传纶教授（中）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烤卖小点心补贴家用。但是，联大的精神

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在为国家和民族

“保留文脉”的使命感召下，学校的系科

设计，既承续了三校注重通识教育的传

统，又体现了为现实服务的宗旨。因此，

王传纶在那里，受到了当世最好的人文社

会科学教育。

初入联大时，王传纶读的是文学院的

哲学心理学系。一年级结束时，他兴趣转

移，遂申请转入经济系。经济系归属法商

学院，教师以陈岱孙为首，大部分留学英

美。该系培养理念虽也强调学生“于我国

实际状况，有相当之了解”，但课程设置

却几乎全部复制英美，很多课程更直接使

用英文教材，教师授课也是中英文杂糅。

在西南联大的四年中，尽管物质条件

菲薄，日寇的敌机还时常骚扰，王传纶的

生活却是充实的。他不太关心政治，只是徜

徉于书海，潜心于学问，学习成绩优异。

财金泰斗王传纶
○李  扬  瞿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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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纶主修陈岱孙先生的招牌课“经

济学概论”，陈先生讲授的是当时先进的

西方经济理论，这些理论源自英美的经济

历史与现实。然而，置身于当时的经济环

境，王传纶朦胧地觉得这只是一种纯粹的

学问，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隔阂。

一方面是书本上美妙的“均衡”，另一

方面则是国民政府贪污腐化、挥霍浪费，

市场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的

“不均衡”。王传纶与当时多数青年学子

一样，对自由市场经济感到困惑。其实，

有这种困惑的岂止青年学子，20世纪40年
代昆明和北京的报刊上，经济学教授的文

章中，普遍表达了对当时国内经济状况的不

满，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经济改革，加强对

市场、商业的管制。这种主流的社会经济

思潮，与主流的经济理论完全背道而驰。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经济理论的新

旧思想同时充斥。那时的西南联大，除了

有号称“中国的马歇尔”的赵廼抟教授，

还有堪称国际一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徐毓枬教授。新旧思想同堂辩诘，受益最

大的当然是青年学子。值得一提的是徐毓

枬教授，他曾是陈岱孙在清华的高足，

后被举荐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

的那些年里，徐毓枬不仅亲历“凯恩斯

革命”，而且参与了这一新理论框架的

某些细节的完善工作。由他主讲宏观经

济学，当然是一时之选。陈岱孙教授对

王传纶青眼有加，三年级结束时，他就

亲自指点王传纶要多向年青教师徐毓枬

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使得王传纶学业大

进。课堂之外，年青的徐毓枬教授更与

王传纶结下深厚的师生情，乃至将自己

珍藏的凯恩斯《通论》第一版原著慷慨

赠与。惜乎该书在“文革”中遗失，每念

及此，王传纶都唏嘘不已。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国际经济学界

掀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论

战”，西南联大自然得风气之先。根据兰

格（O.Langer）与勒纳（A.Lerner）的观

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有关当局遵

照市场原理来定价，资源配置是可以优化

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不仅是可行的，

而且可能是更有效率的。

对于处在迷茫中的中国经济学人，

所有这些新思想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多年

后，回顾这段往事，王传纶热心地向他的

学生们指出：30年代，中国老一代经济学

家固然普遍服膺凯恩斯的新经济学，却也

曾普遍被计划经济的想法打动过；自由放任

主义，其实并非那一代人的主导思想。因

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苏联的计划经济

模式，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不反感的。

1941年，年方20岁的王传纶从西南联

大毕业，他很快就与当时的“校花”、数

学系高材生张景昭女士喜结连理，并一同

到贵阳的清华中学教书。这所中学的创办

人周诒春先生曾任清华学校校长，对于王

传纶夫妇自然欢迎。在那里，二人度过了

2002年，五位联大同学相聚北大。左起：朱光亚、

许渊冲、杨振宁、王传纶、王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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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最安定的几年。

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同庆，

王传纶也从贵州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

同家人团聚。1947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经

济系攻读研究生，在读期间各项成绩依然

名列前茅。两年后，王传纶顺利通过由陈

岱孙主持，清华北大的名教授如赵廼抟、

蒋硕杰、戴世光、徐毓枬等组成的考官委

员会的考试，并得到陈岱孙与徐毓枬的力

荐，于1948年底取得了英国半政府组织的

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准备赴英国留学。

经前辈建议，王传纶选择了位于苏格

兰的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系继续深

造。该校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任

教而享有盛名，且对苏联经济研究领域

又独有特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

中，他不仅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模式和苏

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接触到当时苏

联的一些负面信息，如政治高压、肃反、

个人崇拜和浮夸风等。对这些事情的体

悟，对于他几年后回国，并在国内度过无

休止的政治运动，提前给予了警示。

大约1951年年初，有一个新中国文化

知识界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任留英

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的王传纶直接参与了

接待工作。代表团中有些人，例如副团长

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以前就是王传纶在

联大时的老师，与陈岱孙先生也是多年挚

友，异国相见，自然格外亲切。王传纶向

他们表达了早日回国工作的意愿，并委托

周培源教授带了一本斯威齐的新书转交陈

岱孙先生，同时也向陈先生表达了归国工

作的意愿。不久，陈先生来信，邀请王传

纶直接回清华任教，并嘱咐不要经过教育

部分配。这种安排，在当时是承担了不小

的政治风险的。

1951年秋，王传纶回到清华。长途劳

顿未消，便被派往武汉、广西等地，与先

期前往的清华教师汇合，参加土地改革工

作。约五个月后，接着再去广西桂县参

加第二期土改。等1952年回到北京时，清

华大学的经济系已经不复存在。此时正值

中央政府进行第一次院系大调整，根据安

排，清华大学经济系被撤销合并到新成立

的中央财政经济学院，陈岱孙任院长。一

年后，学院再次调整，部分教师并入北

大，部分打散并入其他院校，王传纶则进

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这时期世事纷繁，如过眼烟云，但有

一件事值得记载：陈岱孙先生主事北大后

不久，曾写信给王传纶，说自己以后拟不

讲授财政学了，希望王传纶做好接班准

备。就这样，从1953年开始，王传纶教授

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其长达60年的财政

与金融的教学研究工作。

从50年代初回国，到1978年改革开

放，2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充满了动荡。王传纶教授与绝大多数知识

分子一样，在不得不随风起舞之时，守住

一份赤子之心，尽力做好自己份内的教学

王
传
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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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工作。他在系统讲授财政学课程的

同时，与人大财金系的同仁一道，探索符

合中国国情的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建设

问题。在教学科研同时，王传纶教授不断

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调适自己的

知识体系，以与新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

相符；同时，尽己所能，译介了大量的国

外研究成果，为我国的财政学和金融学建

设贡献力量。由于刻意与政治保持适当的

距离，加之天性淡薄名利，与世无争，王

传纶教授有惊无险地经历了历次政治运

动，经历了下放江西“五七干校”，经历

了人民大学停办与复校，其本人却基本上

未受重大冲击。

但是，就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王

传纶教授的家庭生活经历了一次重大波

折。196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

教的夫人，因不堪“造反派”的人格侮

辱，于系办公楼自杀身亡。1970年，王传

纶教授与路奇女士组建了新的家庭。路奇

女士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是我国著名的矿

冶工程师。她曾就读于辅仁大学西语系，

1947年赴解放区参加革命文艺工作，她曾

是华北人民文工团乐队的大提琴手。解放

后长期在文艺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文章操

行俱佳。从那之后，她伴王传纶教授左

右，凡四十年，为王传纶教授安心从事教

学科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温馨环境。

三

1976年秋季以后，劫后余生的学者们

陆续返回校园。当时人民大学正准备复

校，百废待兴。在最初的几年，王传纶教

授应邀到中国银行从事研究工作，整理了

大量有关国际经济金融的最新研究成果与

业务资料，不仅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更为中国银行培养了一支年青的

研究队伍，为此后著名的国际金融研究所

成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几乎同时

期，他还参加了中央党校一些党政领导举

办的“外国外资问题”专题研究小组，译

介并整理了大量外文资料。1978年中国改

革开放正式启动后，针对引进外资中的涉

外税务问题，财政部在1979年冬举办了中

国首届涉外税收培训班，但因理论过于陌

生而陷入困境。王传纶教授应邀前来“救

火”：在资料翻译、亲自授课、观点总结

的同时，他积极沟通，为中外双方都解决

了诸多困惑，协助完成了中国国际税收界

的一次启蒙教育。

1980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工作基

本完毕，中国银行虽极力挽留，王传纶教

授仍决意回到学校的三尺讲台。他如恩师

陈岱孙一样，视大学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一方净

土，决意在大学校园里潜心研究，教书育人。

王传纶教授是中国金融学的开创者之

一，也是中国现代财政学的创始人之一。

80年代初期，他在金融学方面的研究涉及

外汇、汇率和外资等紧迫的国际金融问

题，兼及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以及宏观调

控等有关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1982年，他撰写了著名的《汇价理论的探

讨》一文，首次系统整理了马克思、恩格

斯著作中的汇率理论，全面评述了西方主

流汇率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深入分析了

美联储当时采用的理论模型的缺陷，指出

该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据此，

他主张人民币汇率的确定，应当着眼于中

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并进一步把汇率调整

问题同国内价格政策、国民经济的总体

运行密切结合在一起考察。另外，王传

纶教授一贯主张大力引进外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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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必须与国内经济改革、发展

相协调，必须以追求国际收支长

期动态平衡为原则。长期以来，

他跟踪研究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

改革问题，针对银行业改革、资

本市场发展、金融宏观调控制度

建立等涉及面极广的领域发表了

一系列论文，形成了一个关于金

融体系整体改革的分析框架。这

些论著，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而且还有很强的实践价值，

在学术界和决策层均产生了重要

影响。他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之后以数十年学术实践之贡献成为一

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财税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

是政策研究，王传纶教授均建树颇多。上

世纪50年代初期，他便翻译出版了《资本

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英美财政》一书，希望

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借鉴。1981年，他

出版了《资本主义财政》（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81）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

全面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制度、理

论、政策的专著，其中对社会主义经济改

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也颇多精辟论述。此

后，王传纶教授又相继发表了《外国财政

问题》《政府预算制度中的制衡机制和效

益核算问题》等大量论文，继续借鉴国外

经验，探讨中国财政改革问题。1995年出

版的《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

书馆，1995，合著）一书，更是将关于不同

经济形态国家财政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向前

推进了一大步。另外，作为我国财金领域

的大师，王传纶教授还非常重视对财政金

融思想史的研究，并出版专著多部。

六十年来，王传纶教授不离三尺讲

台，始终坚守在我国财政金融教育事业

的第一线。由他主编的教材曾多次获得全

国优秀教材省部级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个

人也先后获得“吴玉章基金教学奖”“宝

钢教育基金奖”“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

奖”等重要奖励。

王传纶教授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们

都走上了我国财政金融管理、实务、研究

和教学的岗位，成为中坚和骨干。他的弟

子中，先后有两人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这在中国学界和教育界，恐怕算是

绝无仅有了。

“长于精思又重于实践”是王传纶教

授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长期致

力于将经济理论应用于金融改革与发展实

践，不遗余力为新中国金融规划与决策提

供智力支持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的一

生，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

作者李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原副院长；瞿强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
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
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3 年 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王传纶教授（左 3）

与恩师陈岱孙教授（左 4）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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