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

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这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②，并指出：“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

定命运”③，充分体现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命题④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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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做了深入的讨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体制目标

刘 伟

摘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

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发

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主要体现在：将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社会

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培育统一起来，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价格

制度改革的统一中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国有企业产权及治理结构改革与国有经

济（资本）分布结构改革相互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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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

式有机地统一起来。

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尤其是作为主体的公有制本身能否与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关系相互兼容；另一方面是如何在资源配

置和调控机制上协调政府与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在以往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发展史上，前一方面的

问题被视为无解，后一方面的问题被视为难解。两方面问题相互联系，但最根本的在于前一方面的问

题。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

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①

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具有深厚的否定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统一的传统。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马歇尔新古

典理论，再到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综合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不断演变的主流经济理论，从早期的重农主

义、重商主义到当代的货币主义、合理预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等流派，都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

机制结合的可能，都把政府集中计划经济视为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把竞争性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

私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竞争性市场机制根本对立起来，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获得资源配置的市场竞争性效率的可能，以在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否定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统一的传统。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

和社会分工是产生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历史上才真正为竞

争性的市场经济机制提供了基本制度基础，在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

后，社会共同占有制否定了资本私有制，商品、货币及市场经济关系将不再存在。公有制下不可能也不

应当、更不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盲目地间接地实现资源配置的社会性，而是以自觉的直接的方式

实现。②

在战后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改革实践上，真正难以突破的难题也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

能否结合。20世纪 50年代之后的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计划经济国家的改

革，其初衷也是力图在保持公有制基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引入或培育市场经济机制，并使之成为资源

配置的基本体制，从而同时兼得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好处”，既有公平又能保障效率。在国有制垄断基

础上建立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斯大林模式），在20世纪50～60年代也曾力图在所有制不变的基础

上引入市场因素（如“柯西金分权式改革”的实践和利别尔曼等人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但都

未能真正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统一起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这些国家为取

得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配置效率，纷纷放弃公有制的制度基础，以全面资本私有化来支持资源配置机制的

市场化，即“华盛顿共识”所表明的私有化加市场化的制度改革逻辑。

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坚持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与资源配置

的市场机制统一起来，在制度层面上，通过深化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使之既不失其公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页。
② 刘伟：《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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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又能够与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相互兼容；在运行和调控机制

上，通过深化市场化进程和完善市场秩序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努力推动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二、将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改革

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培育统一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在所有制结构上既不是简单地否定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诸如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下的改革），也不是教条地将所有制改革归结为资本私有化（诸如

“华盛顿共识”及“后华盛顿共识”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改革观），而是一方面根据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要

求，推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1982年中共

十二大在所有制结构上首次承认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1982年 12月修宪承认），

相应地在资源配置机制上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开始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变（中共十二

大）；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1988年修宪承

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相应地在资源配置机制上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

辅”向不分主辅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中共十三大）；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所有制结构

上明确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

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并明确不同经济成分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相应地在资

源配置机制上首次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宪承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修宪承认）；2002年中共

十六大则特别强调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共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来，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期性，进一步强

调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客观必要性，相应地在资源配置机制上从强调市场机

制的基础性作用到强调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概括的：“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始终把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市场机

制的培育统一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上闯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

三、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

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

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关键在于两方面制度，一方面是企业产权制度，在产权制度上必须使企业作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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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场竞争主体，能够接受市场机制的硬约束；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制度，在价格决定上必须保障市场

竞争主体面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产权制度是所有制实现的具体制度形式，规定市场竞争主体

的行为准则和基本的权利、责任、利益关系，涉及企业的激励和约束等基本方面，企业产权制度说到底是

市场内在竞争机制的主体秩序，回答“谁在竞争”“市场竞争行为主体进入市场运用市场必须具备怎样的

制度条件”。市场竞争秩序之所以出现混乱，往往首先是市场竞争主体秩序混乱，应当进入市场的竞争

主体难以进入，应当退出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不能退出，进而导致竞争的无序。市场价格制度是市场竞

争中的交易条件（价格）决定制度，是市场竞争者相互之间形成交易的基本经济条件，回答“怎样竞争”

“相互间能否实现等价交换、充分竞争”。谁在竞争（企业产权制度）、怎样竞争（市场价格制度）的统一，

构成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

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仅没有现代企业制度，而且企业产权制度上具有突出

的“软预算约束”特征（传统国有制），同时，又缺乏真正的竞争性市场价格机制，资源配置主要不是依据

市场价格信号，而是计划指标（数量信号），价格严重扭曲。怎样在改革中使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

格制度改革有机协调统一起来，是一大难题。若先推进企业产权改革，使之接受市场竞争规则硬约束，

但同时市场价格改革滞后，则脱离了传统计划机制约束的企业，便面临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约束的混乱失

控状态；若先推动市场价格机制改革，推动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转换，但同时企业产权改革滞后，则仍然

是“软预算约束”的企业，根本不可能接受市场硬约束。西方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哲学指导的主流经济学

家主张以企业产权私有化为前提，然后在价格改革上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实现转变（“华盛顿共识”），实

际上是割裂了企业产权制度（市场主体秩序）与市场价格制度（市场交易秩序）两方面的内在逻辑，事实

证明也是行不通的，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而且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严重破坏。苏联转

轨中出现的“纽扣效应”和大多数东欧转轨国家贯彻“华盛顿共识”所带来的经济倒退，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问题在我国改革理论界虽有不同争论，但在实践中我国的改革总体上是把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竞

争性市场价格机制的培育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建设的同一命题的不同方面加以统一处理的，正

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总结的，我国 40年来的改革，在企业所有制改

革上，“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资源

配置方式上，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实现

了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两个基本方面转轨历史进程的统一。

四、国有企业产权及治理结构改革与国有经济（资本）分布结构改革相互统一

与以往历次体制性调整不同，改革历史进程进入新时期以来，首先以企业（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

关键在于改革企业、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再像以往那么样以调整政府机制中的中央与地方

关系（条块之间）为核心，因而改革所触及的深度和广度也就不同于以往。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又经历了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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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重点调整相关的利益分配关系，然后逐渐深入到企业产权制度，进而深入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在改革之初首先“放权让利”，允许国有企业利润留成、折旧费提留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采取企业承

包制，主要还是承包上缴利税指标，仍体现了企业与财政之间分配关系的变化。这一阶段围绕国有企业

改革形成的主要博弈是企业收入与财政收入目标间的冲突。直到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首次提出不同经济成分可以自愿联合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继而 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任务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从利益分配关系深入

到企业所有制和公司治理方面，开始了“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探索。中共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

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近 30年之后，再次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

决定，在企业所有制改革上对发展混合所有制予以进一步强调。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必然要求治

理结构的变革和完善，使企业在产权制度上保障权利、责任、利益三者间的制衡，从而形成有效均衡的激

励-约束机制，避免出现一部分人获得支配他人或社会的资产权力而又不负相应的经济责任的制度漏

洞。①如何使国有企业在所有制上不失其国有性质或国有产权居支配性地位，又使之能够接受市场硬约

束，而不是首先接受政府行政约束？这一问题看起来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上的“政企分离”

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企业产权制度的“政资分离”问题。严格意义上的“国有”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政企

分离”的，真正政企分离的制度基础是“政资分离”。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治理结

构上的突出政治经济学特征在于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上，党委、董事会、经理

层之间如何结构？再加上与出资人的治理结构上的关系，包括国有资本出资者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

下各方面出资人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中前无古人的新命题。

处理这一命题的重要前提在于厘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哪些领域需

要国有经济，或者说重要的在于首先明确国有经济（包括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国有独资、控股企业，也

包括国有资本参股等混合经济形式的企业）的分布结构。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

伴随着改革，其分布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从 20世纪 90年代面对国有企业发展遇到的困境，采取“抓大

放小”，对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抓大”），对于中小国有企业进行非国有化改

造（“放小”），到十八大以后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包括一般竞争性领域和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

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传统国有经济垄断领域的混改，表明我国国有经济分布格局的科学性、有效

性、竞争性不断提高。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需要根据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不同领域中的分布

结构，以及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对国有经济的不同要求来深化改革，确立不同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以

确立有效的权、责、利制衡关系。②

责任编辑：汪立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7～498页。
② 杨瑞龙：《国有企业改革逻辑与实践的演变及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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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ly Endow Marxism with New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Scientific Spirits

Gu Hailiang
Abstract: Marxism has been going all the way with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0

years. From "real Marxism" as a start, to the fou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to Xi Jinxing's descrip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height of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Marxism,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has been going on and advancing, which constantly sublimes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spirit of Marx⁃
ism,constantly demonstrates the scientific wisdom and theoretical strength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and con⁃
stantly endows Marxism with new connotations of the times.

Keywords: real Marxism;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cientific principles; scientific spirit

Continue Reforms to Develo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stitutional Goals of Transition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Wei
Abstract: To continue reforms to develo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build a socialist market eco⁃

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key is to unify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with public ownership being the leading sector and economic entities under diverse forms of owner⁃
ship developing together and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 that the market mechanism plays a decisive role.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ownership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market mechanisms,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ist mar⁃
ket economy competition in the unification of enterpris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and market price system
reform, and the un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reform and state-
owned economy (capit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reform.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conomic reform; public ownership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Its Realization Path in the New Era
Wu Qiantao，Guo Hao

Abstract: All-round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al, and laboring grounding is the Party's educa⁃
tional policy in the new era on the issue of "what kind of person to train".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e should build an education system to nurture a new gen⁃
eration of capable young people who have a good and all-round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al, and
laboring grounding, build a higher-level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 research and propaganda on rel⁃
evant issues. This is the basic way to put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into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education policy;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al, and laboring ground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real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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