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 70 年经济制度变迁：理论逻辑
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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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依循，尝试沿着经济制度−社会核心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

度与具体经济制度（包括微观、中观、宏观）这一内在向度的致思路径，并嵌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上层建筑整体系统的外在向度来诠释经济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和互动性促进。“双向度变迁”的理论分

析，旨在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内生性与阶段转换的自洽性，以洞悉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更为深

层的结构性变化和纵跃历史的变迁线索及其规律性大势的方向。进一步客观理性地理解新中国经济制度

70 年的变迁路径、特征、绩效，及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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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回溯新中国经济制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历史，有必要从理论上来探索 20 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制度发

生的历史大变革大转折中，新中国为什么选择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70 年代末又

何以转向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90 年代初期怎样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

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 21 世纪前后又如何推进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

度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等经济制度变迁？面对这一系列历史与现实的大问题，必须深入研究。

新中国以降，历经 70 年、跨越前后两个世纪经济制度的变迁、经济体制的转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及其阶段性发展战略、政策选择约束下的复杂性、变异性和多维性，

制约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经济体制的特殊表征及其变迁的互动和张力，有必要深入解读这一具有

丰富而深邃内涵的大问题。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依循，尝试沿着经济制度−社会核心

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与具体经济制度的致思路径，并嵌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整体系统来诠释经济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和互动性促进。全文隐含且贯穿始终的是一条“双向度变迁”的理

论分析主线和分析框架①，即一定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具体经济制度三重规定性及其内

 

①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双向度变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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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以及微观经济制度、中观经济制度、宏观经济制度三个层面的内在关联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经济制

度变迁的内在向度；与此同时，一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关系及其矛盾

运动构成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外在向度。双向度之间的关系及其互相作用下形成了一定社会经济制度

变迁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更进一步，从新中国 70 年来循环深入的历史史实及其历史进程的多维透视中，探

索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社会主义社会核心经济制度的创立、基本经济制度伴随具体经济制

度即经济体制的转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具体经济

制度的创新与完善的历史过程，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内生性与阶段转换的自洽性，深刻洞悉

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更为深层的结构性变化和纵跃历史的变迁线索及其规律性大势的方向。

二、经济制度：内部分层及其关系

 （一）经济制度的涵义及其内部分层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现实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经济关系的制度

化。进一步看，生产关系可分为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两个层次。因此，经济制度也同样可

以分为社会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两个层面。

社会经济制度实质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和制度化，其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①以

及由此决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反映着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相关经济活动者

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格局②。具体来看，在实践中，社会经济制度不是一成不变、固化的定式，也有一个

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发展过程。基于此，社会经济制度又可以分为社会核心经济制度和社会基本经济制

度，前者主要反映特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属性，是指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前社会相区别的根本特征或

根本标志，是作为与前社会性质根本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由此决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性质及

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核心内容的制度性本质规定，其具有一定社会的一般性和稳定性；后者则是指一个国

家或地区反映该社会主要的、或居基础地位的经济制度的基本属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社会变化发

展的不同阶段居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性质及其相互

之间关系等基本内容的制度性原则规定，其具有一定社会的特殊性和渐变性。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成熟及其完全实现是不同的过程：前者可以

是一个时点的短暂历史事件；后者却可能因不同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确立所依赖的起点的不同、历史背景的

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从而决定其所走具体道路的不同等，体现为各国或地区虽在时间上仍有

差别、但相较确立而言却都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以所有制根本

变革为基础的新社会经济制度与前社会经济制度区别开来为最本质的特征，作为“初生性社会经济制度”

具有了社会核心经济制度内核的基本元素；而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其成熟和完全实现的长期过

程，作为“次生性社会经济制度”使其本质特征又具有了一定的阶段性历史特征，正是这一阶段性的历史

特征可能赋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各具特色。

具体经济制度则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其内涵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具体结合方式以及经

济主体的行为规则，表现为经济制度运行层面的各种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体系，反映着社会经济采取的资

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机制等，即通常所说的经济体制，其具有一定社会的应变性和灵活性。瑞典斯德哥尔摩

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阿沙·林德白克（Assar Lindbeck）教授给经济制度下的定义，主要着眼于经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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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85 页），强调所有制是决定一个社会其他制度的基础。

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

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

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891−8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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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层面，因而类似于这里所说的具体经济制度的涵义，他把这理解为“是用来就某一地区的生产、收入和

消费作出决定并完成这些决定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涉及决策结构（集权还是分权）、资源配置

机制（市场还是政府计划）、商品分配（均衡价格机制还是配给制）、激励机制（经济刺激还是行政命

令）等八个方面的内容①。具体经济制度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基于微观层面的经济组织制度，即企业制

度；基于中观层面的区域经济制度，主要包括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经济制度和产业制度等；以及基于宏观层

面的国民经济运行及其调控制度。

在社会经济活动实践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引起具体经济制度

即经济体制的应变调整或改革，这是一种对经济运行层面的具体规则、利益关系及其相关格局的调整或改

革，换言之，是一种一定社会特定生产关系本质不变前提下因应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生产力新的要求的调整

或改革。这种制度变迁既可能是突破现行体制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束缚，基于社会某一群体利益及至形

成社会整体理性的驱动，而对社会具体经济制度所进行的重建新规则、协调利益关系的自觉调整和改革，

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②；也可能是基于一定社会利益集团的个别利益、个别理性的驱动（即对它们而言

制度变迁的收益高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新体制的净收益预期要高于现行体制），而对社会具体经济制度做

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规则的选择性改变，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甚至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因而一定程度上阻

滞了经济增长和发展。
 （二）经济制度体系、内部不同层次之间关系及其特点
在社会核心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构成的经济制度体系中，随着具体经济制度，即

经济体制机制因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而作出灵活应变和调适性改革与创新，其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也会产生

一定的或快或慢的影响，长期来看，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也有一个渐进性相应的改革深化和创新发展，从而

使其自身趋于完善，并愈益反映和实现社会核心经济制度本质规定的过程。由此可见，在一定社会经济制

度体系中，具体经济制度即经济体制机制，是连接生产力和基本经济制度乃至核心经济制度的中介环节，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机理，体现出社会生产力发展−具体经济制度即经济体制的调适性变革−社会基本经

济制度相应的渐进式改革与完善，愈益走向实现社会核心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的演变逻辑。而在该社会整

个历史时期内，特定社会经济的本质关系则不会改变。

如此看来，经济制度在社会核心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与具体经济制度（即经济体制机制）之间有

着内核层、基本层与表面层的不同层次的关系，各个不同层面各具特点。一般而言，具体经济制度因其总

是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其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上层建筑诸因素变化的要求，即时性、经常性

地进行调整和改革，因而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即时应变性；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则因其要适应具体经济制度

的改革和创新做出必要和适当的调整，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并嵌入进新的经济体制之内，因而具有相对的稳

定性和渐进适应性；社会核心经济制度表现为在该社会整个历史时期内特定社会经济的本质关系不变的前

提下，从长远目标的趋近来看，也有一个随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适当调整、进一步改革创新和完善而趋

于完美实现的过程，因而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和长期连续性的鲜明特征。

下面，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为例，图 1 给出了一个新中国经济制度体系理论逻辑图示

 （内含“双向度变迁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三重规定性及其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一至为重要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说，一定的所有

制、所有制形式及所有制结构是该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总和的制度化的基础。经济制度包含了经济关

新中国70年经济制度变迁：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①林德白克：《经济制度与新左派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年，第 620−621 页。

②肇始于 1978 年末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正是基于农民群体的生存利益及至形成全社会“发展是硬道理”的整体理性驱动，遂开启了迄

今 40 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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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经济关系的制度表达、制度运行相应的制度规则、制度规范的总和。一个多世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

济制度从产生、形成和发展演变，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复杂而艰难曲折的过

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选择和探索创新，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探

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规律的中

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在要求及其历史必然。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两种设想与苏联早期实践的启示
20 世纪初至中叶，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俄国、东欧及

中国等国取得胜利，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建构？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道路如何行进和拓展？面对实践提出的这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崭新课题，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一切民族都

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①

事实上，早在 19 世纪中下叶，马恩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以及《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等著作中②，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

济制度的本质、内在结构的轴心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洞悉和揭示，先后曾提出过对未来社会两种模式

的设想：一种是从逻辑上推论和设想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模

式，即“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是：消

灭了私有制，实行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使用生产资料和按需分配，因而，商品、货币或市场自然也没有

存在和利用的必要。但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当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接触到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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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中国经济制度体系理论逻辑图示（内含“双向度变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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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列宁选集》第 2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77 页。

②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99−300 页；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63−365 页；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815−817 页；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27−728 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13−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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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然不同的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前瞻性课题时，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两者在初始条件

上的巨大差异，并就这些初始条件的差异性对社会主义实现道路的影响给予了充分估计和新的开创性研

究。基于东方农业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这一起始条件，他们果断地突破了前述“经典社会主

义”的设想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另一种针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特殊形态”的设想模式①，即

 “前资本主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②−社会主义”。后一种“社会主义的特殊形态”

设想模式的科学性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出发认为，对于俄国这样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东方国

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落后的农村公社并存，在各种内外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可以探索通向社会

主义的另一条道路，即通过革命的手段，缩短前述“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下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

需要的漫长而痛苦的发展过程，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这

里跨越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不是资本主义时代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③。

因此，当俄国在革命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还面临着重构社会主义制度④以进一步发展生

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新任务。当列宁在短时间内曾试图按马克思、恩格斯第一种设想直

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取消商品货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挫后⑤，他迅速调整和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⑥，首

创了着眼于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经济政策”：在一定限度内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将国家所有作为

生产资料公有或共同所有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容纳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允许私有经济和自由贸易在一定

范围内存在，允许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租赁苏联的国有企业，并改造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制度；同时，吸收

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成就、文明成果，特别是市场和现代交换机制，以更好地适应和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社会生产力，成为了另一种“社会主义的特殊形态”设想模式最早的实践探索。遗憾的是，列宁这一

从实际出发的创举，因其早逝而中断，且因斯大林时代理论和实践的转向，逐渐形成“单一公有制−指令

性计划与商品外壳式交换−按劳分配”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苏联模式”。
 （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构建与发展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面对“国家与革命”和“国家与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独创性地提出

并实践了经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路径。这无疑和列

宁早期领导的实践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化的一种成功实践。

之后，为维护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关系，由于追求快速建成社会主义在制度安排上的内在强烈需求

和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封锁扼杀的外部环境制约，促成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具有重大社会变革和深远历史意义

的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总路线的实施。试图从生产力方面通过国家工业化发展，实现落后的农业国向

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力量；同时从生产

关系方面，通过对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的个体私有制进行合作化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公私合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1956 年底所有制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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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认为“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

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62−765 页），从而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也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这不仅适

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502−503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62 页。“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 321 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

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

③李萍：《邓小平理论视阈中的主题与创新观》，《社会科学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④这就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

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51 页。

⑤列宁说：“我们……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05 页。

⑥列宁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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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具有了社会主义社会核心经济制度内核的基本元素，即公有制基础上的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从历史的角度客观来看，尽管“一化三改造”也存在着改造过

急、过粗、范围过宽等不足和局限，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却由此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建构

崭新的一页，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

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最初的制度表达也得以完成。

随后的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的二十多年间，在将社会主义从理想进一步转为现实的进程中，理论

上，我们愈益主观和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实践中，愈益忽视和脱离中国

现实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赶超发展战略①，逐渐形成了以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

配为基础、排斥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②。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嬗变，呈现出试图趋近前文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核心经济制度③和微观、中观、宏观均贯穿着相应的制

度安排、制度规则及其制度规范，即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传统教条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指令性

计划经济体制、城乡有别的二元经济体制等具体经济制度三重规定性特征，并产生了双重的历史影响：一

方面是脱离中国现实国情、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陷入“贫穷社会主义”发展困境，延缓和抑阻了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进程④；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又为之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鉴戒和动力支持，并且为始

终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也积累了可供反思与创新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⑤。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探索：改革、重构与创新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起点，在 40 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

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探索伴随着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留下了辉

煌的历史轨迹，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与发展的历史特征和独特规律。

改革开放新时期，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理解、重新认识。⑥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这一基础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针对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主观教条、盲目照抄苏联模式形成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本质上是要搞清楚什么是

遵循马克思主义、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立足中国特殊国情、符合

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搞清楚搞社会主义要从中国的实际

出发，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寻找实现社会主义共性与个

性、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现实路径。

由于中国经济制度的重大变迁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笔者以历届党代会和中央

全会为线索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⑦。具体来看，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突破，在制度供给

上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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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21 年 5 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上强调指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

来说就更是如此”。列宁：《列宁全集》第 41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31−332 页。

②忽略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对所有制形式、所有制结构及其分配形式和分配结构不同的客观要求。

③前文在一般意义上定义了社会核心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社会“核心经济制度”，则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由此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

流通、分配、消费性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核心内容的制度性本质规定，作为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前社会的根本特征或根本

标志。

④按照世界银行《1981 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1955−1980 年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份额、比例关系和增长”的数

字，1980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低于 1955 年的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时价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

分比，1955 年中国占 3.2%，1980 年降为 2.5%。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看，由于国民经济连续 20 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 1976 年，人民

群众的生活基本上没有超过 1956 年、1957 年的水平。参见薛暮桥：《九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2 页。

⑤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7 日。

⑥邓小平 1982 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 页。

⑦这也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个外在向度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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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创新性地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

的阶段”，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

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

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此后，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1987 年党的十

三大报告都先后强调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必要

的和有益的补充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过程中，1992 年党的十四大具有重大里程碑的意

义，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目标，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

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型所有制结构，以及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主导作用等一

系列新的改革思路。在此基础上，1997 年党的十五大对所有制结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在认识上有了

明确界说和重大创新，第一次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阐发了坚持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促进，特别是明确了非公经济作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及其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

特征。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尤其是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

度的认识，先后赋予更加深刻、更具创新意义的内涵，其中，特别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突出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结构愈益丰富、严谨和完善。

实践中，伴随着所有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渐进性持续深化改革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

转向了制度重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完善的重大创新。一方面，20 世纪 70 年代

末肇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改革，以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皇粮国税”的终

结，到新时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三权分置”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

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而城市国有企业也相继实行了“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改

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探索了适应现

实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允许和鼓励城乡个体、

私营、特区对外开放外资、合营经济等非公经济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中国的所有制形式从过去公有制“一

统天下”逐渐演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格局，市场主体得以培植和成长起来。其间，经

历了突出国营经济主导地位和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主导−补充”的实践探

索，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经济都是补充的“主体−补充”的实践探索，以及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主体−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创新探索。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

制的改革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深化发展，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逐渐发育，

微观企业组织、中观区域或各产业的发展、宏观国民经济活动及其运行，通过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

供求、市场竞争、市场风险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政府则在转变其职能、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深化中更好地发挥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

长、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宏观引导与调控作用。

回过头来看，实际上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三大决定发展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就将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区别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重要标志的核心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经济制度的三重规定性及其结合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实践证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废墟上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始终坚持公有制

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核，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具有了社会主义核心经济制度根本规定性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地，坚持实行以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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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这一具体经济制度，实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符合中国国情不断调适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历史选择，

更是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理论、消除商品货币市场交换关

系设想的重大突破与创新性发展，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时代特

征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的三重规定性特征，在 40 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丰富和不断

完善，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生产力在获得极大解放和发展的基础上，经济总量已上升

为世界第二位，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7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人民生

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就，总体市场化程度已经接近 80%，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成并日益完善②。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发展 70 年的理论追问和实践检视，揭示出一部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历史。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而且积累和形成了

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与发展的科学理论和宝贵经验，理解其丰富内涵及其发生逻辑可以

通过如下几个方面来切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创新；坚持遵循制度创新规律与秉持中国国情相一致，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互动结合，改革、发展与

稳定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坚持先易后难、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公有制与市场

机制兼容结合的基本方向、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坚持顶层

设计与试点探索相结合、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统筹推进、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创新，诸此等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的探索中作出了中国贡献。

四、理解新中国经济制度 70 年的变迁路径、特征及其绩效：一个简要总结

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检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70 年变迁，描绘和勾

勒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建立、探索、改革、转型与完善过程中艰难曲折的发展脉络，客观理性地理

解新中国经济制度 70 年的变迁路径、特征及其绩效，对于更加清醒地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方位，更加自觉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价值认同，更加坚定地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的高度自信，是极具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第一，理解新中国经济制度 70 年的变迁路径，内含着理论的抽象性和实践的具体性辩证关系的探

索，展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中“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性特征和演变轨迹的历史语境和历史

逻辑。

对新中国经济制度 70 年变迁的回顾和检视，既不是对新中国以降经济制度变迁的单纯转述和旁观写

照，也不是简单地对这一嬗变现实的直接模拟与刻画，而是力求还原历史、置身其间，从马克思主义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命题出发，作出 70 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演进变

迁特有路径全景图的历史书写，其中既在时间上体现为一个包括改革开放前后两大时段、各时段内又可能

包含若干阶段的连续性动态变迁的渐进过程，又在空间上体现为包括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东部、中

部和西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维度、各个方面的关联

性互动变迁的复杂过程。其间，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抽象性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性辩证关系的探

索，展现出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性特征及其演变轨迹的历史语境和历史逻辑：服从

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必须尽快完成“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国家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及其历史任务，传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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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早就明确地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

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443 页）。

②陈宗胜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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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是对过渡时期亦公亦私、公私结合的多种

经济形式混存经济制度的第一次否定；而改革开放后服从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新的战略决

策，公有制经济外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作为“补充”的存在和发展，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基

础上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则是对改革开放

前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二次否定。

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辩证客观地审视这一经济制度变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①，无疑，传统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过渡时期亦公亦私、公私结合的多种经济形式混存经

济制度的第一次否定，有错误也有警示的历史性价值。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极其落后的国情基础上试图实现

工业化赶超战略强国目标的历史紧迫性面前，我们试图通过构建起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发挥生产关系反作

用于生产力的作用，在所有制的改造和构建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冒进和片面升级过渡的历史性错误，导致超

前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欲速不达”的严重制约和影

响，这也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历史鉴戒。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

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②，我们初步建立起的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

术基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最初的制度表达也得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

积累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治经济基础③。而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基础上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第二次否定，并非是对新中国之初过渡期亦公亦私、公私结合的多种经济形式混存的经济制度的简单

回归，而是在改革开放凝聚了“发展共识”新的历史背景下，在重新认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匡正改革开放前“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向向前推进、即上层建筑反作

用逻辑为主的内部封闭静态循环，调整为改革开放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正向向后推进、

即生产力的决定逻辑为主的开放动态演进，在嵌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系统结构互动机制中经济

制度体系适应性调整的创新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和人们生活的极大改善及其全社会福利

的极大增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自我完善的“中国实践”。

第二，理解新中国经济制度 70 年的变迁特征，其中的一个历史性视角是观察改革开放土壤中生长出

的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发展观”，从而促成了由先前“生产关系自我中心观”④向“生产关系适应发展

观”⑤的历史性转变。

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中国进入到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改革始于改变

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单一公有制格局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低、多层次、不平衡的现

实经济条件的不适应性，改革使得原有“生产关系自我中心观”逐渐转为了“生产关系适应发展观”。即

改革开放前脱离中国社会生产力现实、一味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疾风暴雨式的升级过渡，单纯以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一大二公三纯四平”⑥的主观愿望为中心，导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长期超越生产力

现实条件，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身客观求实的探索、创建、发育和成长，其脱离中国现实国情、忽

新中国70年经济制度变迁：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①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列宁选

集》第 2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75 页）。

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67 页。

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

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794 页）

④“生产关系自我中心观”，是指偏离社会生产力水平约束以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绝对优势的生产关系为逻辑前提。

⑤“生产关系适应发展观”，是指基于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建立起既适应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经济形式结构

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体系，又保持与此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及其政策决策和实施机制的上层建筑统一的逻辑关系。

⑥一大是指基层经济组织，如人民公社、国营企业在规模追求越大越好；二公则是指追求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三纯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经济

成分越纯越好；四平则是在分配上搞了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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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陷入“贫穷社会主义”发展的困境，延缓和抑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进程；另

一方面在客观上又为之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鉴戒和动力支持，并且为始终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也积累

了可供反思与创新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①。

改革正是旨在寻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现实生产力状况、放开单一所有制的传统意识的限制，允许

与较为落后低下的、多层次的、不平衡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

适当发展，促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主体经济、主导作用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和互动为基础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芽的萌发，以及适应生产力现实基础和基本国情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

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发展。这一过程中，相对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要求而言，尽管仍存在着公有制实现形式创新改革的不足及其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不强，非公经济

发展的制度供给不足与制度规范不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间行业垄断体制压缩民企发展空间的一定程

度上竞争的不平等性等诸多问题。但是，整体上看伴随着党的历次全会包括十一届三中、四中、十二届三

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直至十九大报告对改革共识的凝聚、改革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全面深入深

化，焕发出各经济主体利益激励的“生产性努力”，激活了各要素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从而迎来了改革

开放巨变中迸发出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各经济主体包括农民、工人和非公经济组织中劳动者收入增加的

良性发展态势。

从“生产关系自我中心观”到“生产关系适应发展观”，是从抽象定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先进性回到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

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②，一句话，“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

否增加”③的历史唯物主义客观的“生产力标准”的依循之上，是社会主义制度评价标准走向科学尺度和

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

第三，理解新中国经济制度 70 年的变迁绩效，以改革开放为界，其制度供给和需求、制度成本和效

率的关系，走过并正在经历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纵向层级式、制度供需信息非对称非流动的单向封闭

型、政治偏好下较高制度成本和效率漏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向基层诉求与政府顶层设计上下协同、制

度供需信息流动的双向开放型、“发展共识”一致性偏好下追求制度变迁长期绩效的“适应性效率”④、诱

致性与强制性耦合联动的制度变迁历史过程。

新中国建国后选择走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受制于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及其条

件的制约，无论是“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尽快重构工业及其国民经济体系以巩固和加强新生政权，

还是“一化三改造”的实行以促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加快形成，以及之后实行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

以推进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一方面发挥了资源匮乏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⑤，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才成就了“一五”期间“156 项工

程”和“两弹一星”等重大战略、工程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迅速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

步基础，铸就了中国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并且对国家科技发展乃至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

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家凭借政权力量破除旧制度障碍、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力建构起生产资料公有制

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新制度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自上而下和单向封闭的制度供给、政治制度和政

治权力强势决定资源配置、缺乏基层制度需求信息来源与反馈的制约及其纠偏机制，导致了制度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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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7 日。

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50 页。

③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14 页。

④诺思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提出：“在具有适应性效率的社会中，制度矩阵的灵活性使其能够调整来解决与根本的经济变迁相关

的问题。”道格拉斯·C.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96 页。

⑤《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斯教授认为，中国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应迷信西方民主体制。这个因素是兰德斯对中国发展

保持乐观态度的核心因素。参见宋丽丹：《国外看“中国道路”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红旗文稿》2015 年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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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性效率”长期趋于低下。

而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增长和发展势头的背后，无不昭示出其对社会主义本质重新认知，突破传统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圭臬，包括单一公有制、排斥市场等理论定式误区，作出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结

构和产权改革”、市场取向改革及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全方位的建设、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政

府兼具“引导型与推动型”“防护型与进取型”①角色及作用的制度效应的初步释放。这中间，从摸着石

头过河到与政府顶层设计的结合互动，从民生发展的制度需求到与政府科学发展的制度供给形成的“发展

共识”一致性偏好的协调推动，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耦合联动，改革带来的“制度释

放剩余”和制度变迁愈益灵活性内含的报酬递增及其自我强化机制的累积效应，逐渐形成了促进长期增长

中制度成本相对降低和制度效率提升的良好绩效，一定意义上其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的增强，在国内

外转型的横向纵向比较中都得到了多方面经验的验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2015MZD006）、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基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研究”（2017XJY015）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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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Economic System in New China: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LI Ping,  DU Qianx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is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adaptive

adjustment  and  interactive  promo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by  following  the  internal  orient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social  core  economic  system,  basic  economic  system  and  specific  economic  system

(including  micro,  meso  and  macro),  and  embedding  the  external  orientation  of  the  whole  system: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economic  basis) —superstructure.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main  line

and framework of the “Bidirectional Changes”, which is implicit and continuous throughout the text, aims to

grasp the endogenousness of the changes of China’s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self-consistency of

the stage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deeper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n

new China and the clues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general trend. Further, objective

and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new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ast  70  years  is  of  great  and  far-reaching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have  a  more  sob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more

consciously enhance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ore firmly adhere to the high 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anges  of  economic  system,  core  economic  system,  basic  economic  system,  specific

economic system

新中国70年经济制度变迁：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①王今朝：《关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学术认知》，http://ex.cssn.cn/jjx/jjx_gzf/201612/t20161208_3305679.shtml. 防护型

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解决中国人民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所遭受的痛苦；进取型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为了获得中国本来可

以获得的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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