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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为补充”。“补充”一词意味着占比较小。邓小平在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８日的谈话

中，关于 “主体”和 “补充”做了这样的说明：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这些

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①。“主体”就是 “主角”，“补充”就是 “配角”。私有制

经济发展 后，认 为 不 应 当 只 当 配 角。于 是 有 些 参 加 中 央 文 件 起 草 的 学 者，主 张 取 消

“补充”一词，只讲共同发展。但是，不 当 配 角，就 是 要 与 公 有 制 这 个 主 角 平 起 平 坐，

也成为主角。试想，如果公私两家都是地位一样的两个主角，还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

么？如果认为讲 “补充”占比太 小，也 可 考 虑 一 个 占 比 较 重 的 概 念。比 如，可 以 换 为

“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辅体”。这 样 依 然 是 公 有 制 为 主 角。但 简 单 取 消 “补 充”，

传递给人们的信息就是，要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让私企也做主角。于是有的省委书

记提出对待非公有制经济要放 手、放 开、放 胆、放 心 地 去 发 展。不 少 地 方 的 领 导 干 部

形成重私轻公的思想，把扩大私资占比作为改革的成绩。还在改革的一个时期，听任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不少国有经济变成私有。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在一定程度

上发生了逆转。这类问题值得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反思。

应当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历史长期性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刘　伟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需要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持续奋斗

　　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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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的历史长期性，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和历

史特征，对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就在于指出了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尽管空想社会主义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质疑和批判，对未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预测，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思

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特别是１９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欧

文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更是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但受

时代的局限，其理论本身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缺乏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撑，主要受唯心主义和旧式唯物主义支配，对历史发展规

律难以作出科学的阐释，难以阐释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历史路

径，使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陷入空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哲学

上的辩证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上的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空想

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发展。①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发

现并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长期性，社会主义事业从空想到科学的重要特征，也在

于实践上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特征的认识。在 《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

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向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长期性和复杂

性，指出，“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

间才能逐步完成 （这是经济改造）”，因为，“目前 ‘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

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被 ‘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

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 ‘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 ‘农奴制经济

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②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本

身的发展，只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历史过程，而不取决于人们的主

观愿望，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身作为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其历史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正如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

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它在各 方 面，在 经 济、道 德 和 精 神 方 面 都 还 带 着 它 脱 胎 出 来 的 那 个 旧 社 会 的 痕

迹。”③ 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 段 的 社 会 主 义 阶 段 的 完 成，必 须 实 现 一 系 列 的 历 史 转 变，

①
②
③

中宣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５００年》，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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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特别概括了这些主要标志，比如，“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

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

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

充分涌流”；① 总之一切社会的发展和个体人的全面自由成长高度统一，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显然，这将是极为漫长的历史进程，对于这种长期性的认识，只能在社会主义事

业艰苦实践中逐 渐 加 深。我 们 党 关 于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认 识，便 是 对 这 种 长 期 性、

艰巨性认识深化的集中体现，是在总结长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历史实践中逐渐深化的。改革开放初期围绕，我们长期以来坚持和

建设的是不是社会主义，进而中国改革开放能不能甚至应不应当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再

进一步，若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那么应当坚持怎样的社会主义，等等，产生了深刻的

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我们党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识，即我们以往坚持

的和今后仍然坚持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方向，但并非与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说的完全相同的

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一系列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特征的社

会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被写入了１９８１年中共

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后来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

会决议中多次得到强调。党的十三大报告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客观性、特点、

任务等作出了系统的阐释。党的十五大报告则更进一步论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

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

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

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

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③ 可以说，我们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共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认

识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５－４３６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参见 《共产党宣言》，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文 集》 （第２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
年，第５３页。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全 面 推 向 二 十 一 世 纪》，参 见 人 民

网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６４１６２／６４１６８／６４５６８／６５４４５／４５２６２８５．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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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中，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

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长期性。正如邓小平所说： “我 们 搞 社 会 主 义 才 几 十

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 会 主 义 制 度，还 需 要 一 个 很 长 的 历 史 阶 段，需 要

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① 党

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

史任务。”② 《在２０１８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

人、几十代人持续奋斗。”③ 强调的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空想和掉以轻心等许多非科学的态度，重

要的原因便是源于对这一伟大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不足。

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

经过艰苦努力，尚有漫长的历史进程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上规

定了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事业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且即使是作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也还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需要

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

应当说经过长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得到

了显著提升。ＧＤＰ总量２０１７年达到８２．７万亿元人民币，较改革开放初期按可比价格

计提升３０多倍，按汇率法折算达１２万亿美元，占全球ＧＤＰ总量１５％左右，从改革开

放初期占全球１．７％左右列第１１位，上升为第二位 （２０１０年起），与世界第一大经济

体美国的差距不断缩 小，从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相 当 于 其６．３％上 升 至 相 当 于 其６３％左 右，

人均ＧＤＰ的水平从初期１９７８年的不到３００美元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８　０００多美元，从初

期的贫困状态上升至温饱 （１９９８年），再上升至上中等收入阶段 （２０１０年）。经济规模

和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经济质态和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

１９７８年７０％以上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２７％左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近５０％，成为首要吸

①
②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９－３８０页。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１９日。

习近平：《在２０１８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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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就业的产业，产值占比已超过５０％，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开始具有 “后工业化”特征。

工业制造业获得了显著发展，自２０１０年起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制造业国家，

工业化进程已进入到后期加速阶段。相应的社会城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乡化率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１７％ （按户籍）上升至５７％以上 （按常住人口），进入到城市化加

速期 （３０％至７０％之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改革开

放初期的６０％以上 （城镇５８％左右，农村６７％左右）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３０％以下 （城镇

２７％，农村３２％），进入到联合国规定的富足阶段，① 等等。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看，

我国２０１６年为８　２５０美元，在世界银行统计的２１６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９５位，不仅低

于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 （１２　２３５美 元），而 且 低 于 世 界 平 均 水 平 （１０　０００万 美 元 以

上）。更是远低于高收入国家 （７０个）平均水平 （４１　０００美元以上）。据预测，若我国

经济发展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则在第一个百年目标 （２０２０年）实现时能接近或达

到当代高收入国家的人均ＧＤＰ起点水平 （２０１６年为１２　２３５美元），在第二个百年目标

（２０５０年前后）实现时能够赶上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２０１６年４１　０００美元以上），就

经济增长而言，我们还有很长追赶距离。

从产业结构高 度 上 看，与 美 国 相 比 较，２０１６年 美 国 三 大 产 业 的 产 值 比 重 依 次 为

１．２％、２０．３％、７８．５％，我国则分别为９．３％、４３．３％和４７．４％；美国三大产业就业

比重依次为１．１％、２０％、７８．９％，我国则分别为２７．７％、２８．８％和４３．５％。结 构 高

度差距显著，即使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比，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和产值大多在

７０％以上，而我国现阶段均还不到或只能说是接近５０％；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的产值

和产业比大多 在５％左 右，而 我 国 则 显 著 高 于 这 一 比 重 （产 值９．３％，就 业２７．７％）。

假定我国在今后的发展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平均每年增长１个百分点，则

还需要２０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现有的结构高度。

从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水平看，即从包括出生 预 期 平 均 寿 命、受 教 育 程 度、人

均收入等指标综合水平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公布的２０１５年数据，我国

人类发展指数在统计的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９０位，也处于中等水平，尽管提高很

快。１９９０年我国 ＨＤＩ值为０．４９９，为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２００１年达到０．６，成为中

等水平国家，２０１５年 达 到０．７３８，其 中 出 生 预 期 平 均 寿 命 为７６岁，预 期 受 教 育 年 限

① 按联合国标准，６０％以 上 为 贫 困，４０％以 上 为 温 饱，３０％以 上 为 小 康，２０％以 上 为 富 足，２０％以 下 为

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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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年，平均受教育程度７．６年，人 均ＧＮＩ按２０１１年 购 买 力 平 价 计 为１３　３４５美 元，

进入高水平阶段，但与一般发达国家的极高水平阶段相比 （ＨＤＩ值大于等于０．８），仍

有巨大差距，与主要发达国家的 （ＨＤＩ值０．９以上）差距则更为显著。①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看，我国地区间差异显著。按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水

平来比较，我国内地的北京、上海、天津市和江苏、浙江两省已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

人均ＧＤＰ水平已达１４　９７４美元，占全国人口近１５％，ＧＤＰ总量占２５％左右。而其他

２６个省区总体上仍 属 上 中 等 收 入 地 区，人 均ＧＤＰ为７　４３２美 元，相 互 间 相 差 两 倍 左

右。而且在上中等收入地区内部２５个省区间相差也较大，最低的甘肃省人均ＧＤＰ仅

为４　１５３美元与２５个省区平均值相差３　２７９美元，与高收入的北京市相比相差４．２８倍。

从城乡差距来看，二元性特征明显，以２０１６年数据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农村居民的２．７２倍；从 不 同 地 区 收 入 水 平 比 较 看，存 在 差 距 重 要 的 原 因 在 于 城 乡 差

距，若分别观察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单纯看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大多年份在０．４之

下，单纯看农村居民也大多在０．４以下，但城乡混合看则长期在０．４以上，多数年份

在０．４５以上，其中重要的发展性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还可以列出许多指标，表明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进而说明我国现

阶段仍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效率水平相差较大。据测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

到发达国家的２０％，工业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到发达国家的５０％，全要素生产率不到

美国的５０％，甚至低于韩国的水平，等等。经济发展上的这些差距和发展阶段性特征，

一方面表明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生产力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无论是社

会经济基础巩固还 是 上 层 建 筑 建 设，我 们 所 进 行 的 只 能 是 初 级 阶 段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仍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同时我们所建

设的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以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来证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清醒认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我们正确

客观地认识国情，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伟大事业的历史规

律，进而更加科学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① ＵＮＤＰ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公布 ＨＤＩ值，其划分基本分界点为低水平 ＨＤＩ值小于０．５５０，中等水平为０．５５０－
０．６９９，高水平为０．７－０．７９９，极高水平为０．８以上。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１６年人类发展报告》，纽约：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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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仍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经济发展而言，作为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民经济，客观上规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仅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与马克思经典

作家所说的共产主 义 高 级 阶 段 更 是 相 去 甚 远。那 么 当 我 们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赶上当代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２０５０年前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我们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否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说，根据科学

社会主义的理论，即使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但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及历史逻

辑，我们即使在经济 发 展 方 面 上 赶 上 发 达 国 家，也 还 是 长 期 处 于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逻辑进程上是远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且社会主义生

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总体替代和否定应是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只要

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就表明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仍处在初级阶段。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 （几代则至少上百年，十几代至少

数百年，几十代则至少上千年），那就绝不是仅仅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赶上当代发达国

家水平，就算实现了的事业。若以经济发展能否赶上当代发达国家的水平作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完成的标志，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曲解。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清醒的

认识。认识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与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内 在 统 一 性 和 客 观 历 史 长 期 性，

是科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段，就必须努力坚持和遵循社会主义初级段的

发展规律，比如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段的艰苦探索中，概括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即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应是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的。① 邓小平同

志在１９９２年视察南方谈话中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里所说的 “一百

年”并非具体实数，而是指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地指出，“全

① “必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

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的 伟 大 实 践。”参 见 江 泽 民：《高 举 邓 小 平 理 论

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事 业 全 面 推 向 二 十 一 世 纪》，人 民 网 “中 国 共 产 党 历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数 据

库”，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６４１６２／６４１６８／６４５６８／６５４４５／４５２６２８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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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

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①。又比如，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应是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多种所有

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这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特别是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事实，凝炼出来的需要在整个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坚持的 “一项基本制度”，② 应 “长期坚持”，“毫不动摇”。③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　逄锦聚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开

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新篇章。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之际，

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发展及其意义，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继续推进以经

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伟大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

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致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的过程。社

①

②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１２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 的 基 本 经 济 制 度”，参 见 江 泽 民：《高 举 邓 小 平 理

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

库”，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６４１６２／６４１６８／６４５６８／６５４４５／４５２６２８７．ｈｔｍｌ。
“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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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 定 性 作 用，更 好 发 挥 政 府 作 用”，参 见 习 近 平：《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２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