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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的百年探索

*

董志勇 沈 博

摘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命题,原本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

不成立。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来,经过不同阶段层次递进地探索,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由此完成了对传统理论的突破。中国共产党这一探索历程的内在逻辑,为未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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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其中就包括从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折。这一伟大转折的背后,是百年中国共产党人

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命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在社会主

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命题的百年历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也是百年中国共产

党推动实现经济思想理论创新的缩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互促创新的生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

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发展市场经济,不仅因其突出的经济建设成就而广受关注,还因其在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而备受经

济学界的关注。毕竟,将过往理论界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完全对立的范畴充分

融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与实践框架中,毋庸置疑是伟大创新之举。近年来,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话题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切入视角主要包括党的理论实践探索与国内外理论界理论思考两

大层面,其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沿革、思想理论探索、认知变迁、实践

成效等问题的梳理与阐述(杨新铭,2021;简新华和程杨洋,2021;王维平和牛新星,2021;程霖和陈旭

东,2018);其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理论问题及其具体内容进行阐述、剖析和评价(韩文龙和

刘璐,2021;胡家勇,2013、2016、2021;简新华和余江,2016;张宇,2016);其三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及其价值意

义(张卓元,2021;方福前,2020)。
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改革

开放后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党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出现与形成,实际上是得益于其前期的理论思考与经验积累。具体来说,新
中国成立伊始,党在开展实际工作时就已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诉求

之间的协调问题,即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适当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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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党对二者间的关系认识存在显著的变化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只是其中的关键

一环。因此,从思想史层面系统梳理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命题

的探索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世今生”,借此思考百年中国

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反复

提到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要求,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百年思想演进史中洞悉党在带领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与

创新的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理论起点

中国共产党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有其深刻的思想起点与理论渊源,承
接着近代中国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状况的诉求与希冀。
最直接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系列阐述。与此同时,西方

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阐述,也在党的探索过程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素材。不

过,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所谓主流的西方经济学,都从理论上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

场经济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也正是党创新探索的重要思想起点及其理论价值所在。
(一)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有关思想观点

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是难以组合到一起的。社会主

义的重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

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

裂”①。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谈到,社会主义“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

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②。与生产资料公有

制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施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

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会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

值③。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谈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进而“社
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转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④。他认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

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

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⑤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趋势时指

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

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⑥这一论断表明,依靠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终将难以适应生产资料集中与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趋向,即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难以在社

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
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理论探索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实践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观

点。在1920年代初苏俄社会经济困难时期,列宁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主张“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

地位”,将之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通过工农业间的商品交换,建立起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

正常关系,从而在“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⑦。在此基础上,
列宁还提到,既然当时俄国无法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那么“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

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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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使之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
法和方式”①。由此可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主张已涵盖了他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问

题的新认识,即承认并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以此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
而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提供可行的途径,“建立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②。不过,这并

未改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困境。1928年,斯大林提到,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还
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它们都“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③。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推进,苏联最终形成了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

制,并对战后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系

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重要理论问题,认为由于暂时未能

达到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社会主义还是需要有商品生产,“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

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④,而在商品

流通领域和生产环节中存在的价值规律作用“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⑤。将商品生产与社会

主义内在联系到一起,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难题的解决又往前推进一步。20世纪50、60年代

时,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亦着手开展一系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实践,以弥补

僵化的苏联模式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具体包括“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假说与锡克所

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模式等。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有关思想观点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同样是一对难以相互兼容的概

念。自亚当·斯密以来,市场经济及其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就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重要问题。
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阐扬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念。不过,随着19世纪末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问题频发,社会主义成了当时社会关注的新热点,主流经济学者们也逐渐关注

并思考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问题。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维塞尔利用机会成本的概

念,从稀缺资源配置最优化着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都受共同基本“经济

规律”的支配;皮尔森和考茨基就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解决价值的问题展开争论;谢夫莱认为中央

计划权威只能依靠某种与自由市场定价相似的方式来确定价值;布伦塔诺则认为计划经济与自

由难以相容。1920年,奥地利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米塞斯发文质疑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性与可行

性问题,由此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合理经济计算的大论战。米塞斯的主要观点在于市场决定生

产要素的价格,而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市场,那么社会主义将无法进行计算。哈耶克支持米塞

斯的这一说法,并强调由于中央计划机构无法掌握所有数据,无法具备完全知识,所以社会主义

的资源配置问题是无法践行的。面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断,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借鉴帕累

托的设想,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这让哈耶克转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中央计划

者无法像自由市场对价格作出迅速反应那样对经济计划进行调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泰勒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一系列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都可通过“试错”过程来设定。兰格于1936年和

1937年先后发文回应这一问题,主张价格不仅是交换比率,还是用于经济决策的一般依据,并支

持泰勒所提出的“试错”假想。

20世纪30年代兰格论战的背景还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和
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密切相关。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与罗斯福新政带来了思

想界对传统自由市场的反思。凯恩斯力主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应对经济危机,由此打破了自古

典经济学以来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随着二战结束前后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指导思想上采纳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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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角色与作用得到强化。待到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滞涨之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

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西方经济学界的整体思潮又重新朝向自由市

场,并凝结为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华盛顿共识”,从而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

经济之间的“亲和力”。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探索历程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一直关注和思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命题。经过新民

主主义的初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时期的突破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全面完善,党逐渐突破了传统理论的窠臼,构成了百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发展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成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的初步认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说法,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分属于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经济制度,二者无法结合共存。因此,时人未曾过多地思考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潜在可能。在更多情况下,受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启发,以及对近代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客观现实的考虑,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左翼经济学者们越发注意到私有

经济的合理发展对于近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核心的

中国共产党最终于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计划主导

与市场辅助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建党之初,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强调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

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①;中共二大宣言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

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动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②。当然,
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与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开展,党认识到,近代中国并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

主义的条件,适当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支持中国革

命的开展。针对当时根据地国有经济、合作社、私人经济三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毛泽东主张根据

地的经济建设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③。其中,尽管工

商业涉及“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但由于它们“在经济上帮助革命战争的胜利,改善工农群众的生

活,并在经济上巩固他们的联合”④,党主张“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

以提倡和奖励”⑤。因此,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就已经在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私人资

本主义与各种公有制形式并存、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雏形,这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形

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0年前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新民主

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主张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要“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

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

经济”⑥。在后续一段时间的探索中,毛泽东、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甚至曾提过“新式资本主义”的说

法,认为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在革命政

权对社会各阶级关系的调节下,可以“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⑦。在解放战争

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和以薛暮桥、沈志远、许涤新等为代表的左翼经济学家深

化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认知。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并未论及半殖民地半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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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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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1、133页。
《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张闻天文集》(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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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主张。毛泽东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并

非“新资本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即新民主主义经济

体系①。在该经济体系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解决落后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但
为保证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国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集体化必须“发展得更快,更迅速”(许
涤新,1948);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价值法则将随着计划性的发展而“逐渐消失”,“国民

财富与大众福利的同时增进”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积累法则②。
纵观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的认识,尽管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私人资

本主义共存发展的思想主张,但核心观念并不在于在社会主义中发展市场经济,而是根据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原则,在国家计划之下借助市场经济的力量合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从而为新民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意味着,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在新民

主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中居于辅助地位,并将在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引导下趋于消失。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1949—1978年)的曲折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目

标。随着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党的领导人和学界在某些阶段有对社会主义条

件下价值法则和商品经济存在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但整体而言,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运动

的影响,这一时期仍将市场经济摆在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核心

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开启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序章。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认知问题上,当时

党主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阐述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经验,将之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结合到一起。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深深影响着国内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知。按

斯大林的说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

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③。受此影响,当时国内主流观点倾向于强调基于私有

制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竞争盲目无序、经济危机频发等负面影响,进而突出基于公

有制的计划经济的优势所在。对此,毛泽东谈道:“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

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④因此,私人所有制“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

的”,“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够“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⑤。刘少奇

也强调,“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

有制”,只要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⑥。
不过,党中央始终未曾完全忽视市场因素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中

期,党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过度的公私合营政策、手工业盲目建大社和并大社的

举动会对满足人民生活消费需求带来负面影响。这与当时党内反思苏联模式弊端的思想风向也紧

密相关。党的八大前后,党曾就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问题进行探讨,尤其是针对在国家市场之外适

当发展自由市场的问题。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提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国家领导

下的自由市场”,社会主义中的自由市场不是“盲目的市场”,而是“国家市场的助手”,为此须自觉“运
用价值规律,用它来刺激更多的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适应人民需要”⑦。他认为,资本主义

—62—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修订解放版),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491—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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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8、301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是“大不合理,小合理”,而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为此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个大计划、
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①。在党的八大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主

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强调“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

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②。毛泽东在1956年底与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也一反三大改造期间

“让资本主义绝种”的态度,认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

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与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但“只要社会需要,地下

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③ 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

上也提到自由市场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④。这些说法的转变表明,消灭私有制并非是短时

间内就可做到的事情,其间透露着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发展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可能性乃至必

要性。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规模消灭商品与市场而出现的

一系列问题,党中央和理论界再次掀起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

经济的必要性问题的探讨。⑤ 毛泽东在1958年郑州会议上讨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

条》草稿时谈到,“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

资”⑥,并主张将价值法则作为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工具。在他看来,每个人民公社都需要“生产

有交换价值的农作物和工业品”,“不然生活不能丰富”⑦,社会生产与人民消费的多样性决定了社

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总体而言,毛泽东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

论述的基础上,认为“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⑧,因此短时间内不

要商品“是不现实的”,而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

服务”⑨。
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有限发展自由市场问题的认识处于摇

摆状态,并在日渐膨胀的“左”倾思潮影响下,最终滑向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立的意

识形态斗争中。当然,20世纪50—60年代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有限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考与探索,仍
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阐述,其基调也是希望借助一定程

度的自由市场刺激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回应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消费品多样化的现实需求,由
此形成了后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早期萌芽,奠定了改革开放后党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理

论的重要基础。
(三)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年)的突破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这为党进一步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扫除了政治层面的束缚。计划经济体

制呈现的固有弊端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求是党决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重

要原因。
阶段一:突破———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党总结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在反思计划经济优点与不足的同时,进一步延续

与深化此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有限发展自由市场的探索。1979年3月,陈云在一份发言提纲中

写道,苏联和新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都是遵循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但实践中出

现问题的原因在于未能结合实际情况,“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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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5页。

⑧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435、440页。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可参见马艳等(2019)。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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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其中计划经济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是“从属的必要的,
但又是必需的”①。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整个国民经济应“以计划经济为主,
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手段对

市场进行调节,同样也能让市场符合按比例发展的要求②。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谈

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

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③。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国在经济

发展方面需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包括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

节相结合”的探索④。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创造出与生产力

发展相适应的、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由此正式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

辅”的基调⑤。1982年党的十二大继承了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提法,指出“国家通过经

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⑥,并划分了指令性

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相应范围与界限,为党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迈出

坚实一步。
在厘清计划与市场的主辅关系后,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说法,逐步转向计划与

市场相结合的思路,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融合。实现二者融合的一大关

键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本质要求与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间的匹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

体现在于“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

能够逐步得到满足”⑦。因此,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
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

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剥削阶级是否存

在”“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及“商品关系的范围

不同”;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⑧。邓小平在1985年10月会见美国高级企业

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关键在于“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

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⑨。

1987年2月,他在听取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汇报后也谈到,“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

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⑩,并要求不再提“以计划经济为

主”的说法,由此解除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捆绑关系。党的十三大由此指

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

段”,故而我国“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报告还将社会主义有计划

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界定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要求围绕企业经营机制的中心环节,分阶段推进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配套改革,加快

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
阶段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与框架构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让国内出现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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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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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改革探索的质疑之声。邓小平结合计划与市场手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

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消除了人们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让中国走上资本

主义道路的担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廓清姓资姓社的迷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

立下了基调。他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需“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①,而“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

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

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②。对于当时出现的计划与市场相

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等不同

说法的争论,江泽民认为新经济体制的提法需涵盖如下三个特征: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

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经
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

配③。在经历一系列探讨后,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利用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高

效配置资源,实现优胜劣汰,促进生产与需求的及时协调④。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初步形成,是党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突破性一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市场体系的培

育和发展、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化等重点领域的配套改革任务进行部署,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要求从中国国

情出发,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⑤。江泽民在十四届三中

全会上谈到了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本质要求”⑥。1995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阐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若干重大关系的问题,其中包括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收入分配中国

家与企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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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

绊”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此从所有制问题上推进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至

此,党完全突破了以往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观念。
随着市场机制作用和所有制问题的理论突破,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

架认知与实践路线设计日渐清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党在新世纪中所面临的新任务。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⑨,强调个体、私营等多种形式的非公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⑩。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议》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实践框架,并相应地提出了主

要任务: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

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由此呼应

了此前历次重大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及任务要求,并为后续的改革开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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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7期

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根据这一决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资本市场、投资体制、个体私

营等方面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层面的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延续了此

前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导向,并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

的基础性作用”①。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充分肯定了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成果,要求“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

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以“更好地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

务”②。2010年12月,胡锦涛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指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认真总结与研

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注意将“抓住发展机遇和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

与市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地方积极性、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③。党

的十八大重申了此前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内”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而经济体制改

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障各

种所有制经济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④。
整体而言,1978年至21世纪头十年是党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阶段,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与初步发展的阶段。党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打破经济体制

和经济制度的传统映射关系,从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

地结合到一起,从而实现了伟大的理论创新。进入21世纪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加快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党新的历史任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的全面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理

论与实践探索进入新的发展与完善阶段。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

不断提升,新时代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与目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取

得了一系列新突破,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科学定位,在产权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

理论命题和改革举措,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飞跃。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

挥政府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与开放型经济体系,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
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明确政府的职责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
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督,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⑤。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党提出的又一“重
大理论观点”,实现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转

变,抑制消极腐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需要在市场秩序、生产要素市场、市场规则、
市场竞争等方面解决存在的问题⑥。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

集体学习时提出,在市场和政府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和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
要用好”,进而形成市场和政府“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⑦党的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扩大非公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的改革举措,致力于构建“亲”“清”的
新型政商关系。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
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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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个毫不动摇”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以此回应自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定位,以及不断促进非公企业更好发展的改革要求。党的十九届三中

全会则重点关注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
在充分重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同时,党一直注重所有制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中的重要角色及影响,甚至是拓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将宏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所在的市

场体制环境一同纳入统一的理论话语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

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同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的范畴。这一创新一方面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遵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

配的原则,充分考虑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问题。2020年5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针对各种所有制经

济、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民生保障制度、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等重点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新举措。十九届五中全

会进一步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要求,强调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重要内容: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具活力;产权制度改革与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向前迈出重大步伐;公平竞争更为健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四、中国共产党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逻辑及其启示

百年中国共产党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理论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

显著不同的问题导向和关注重点。百年的认知与探索过程蕴含并凝结了党为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而展开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极富创造性的思考与尝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随

之日趋完善。
具体而言,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认

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时期的突破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深

化完善等四个前后衔接的阶段。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全对

立,是党探索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命题的思想起点;不断在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

结合中国国情,走中国式发展道路,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

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逻辑;所有制问题和市场机制作用问题,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始终需处理的

关键问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是党不断突破传统理论窠臼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

济相结合的关键基础;追求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的人民本位,是支持党在风雨历程中始终坚持探索与

创新的关键动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指引,是党艰辛探索的关键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仅需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

够成功,也要弄明白我们未来怎样才能成功。党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百年探索经

验给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如下启示。
第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过往百年探索已表明,尽管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命题在传统政治经济

学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语境下并不成立,但党的正确领导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

得以问世,实现了伟大创新之举。
第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互促共进的思想理论武器。党关于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成果并不是被孤零零、偶然间提出来的,而是存在一个由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反馈与调整并存的探索系统,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规律指引进行动态调适。
第三,要始终坚持人民本位,坚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指引。党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命题的初心和目标始终是力求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充分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其优越性主要体现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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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有继续发展与革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意识与决心。一方面,目前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是新时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所提出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①。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命题必然会形成新答案。我们要不断学习和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

思想文化成果,不断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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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munistPartyofChinasCentury-longInnovativeExplorationsonthe
DevelopmentofSocialistMarketEconomy

DONGZhiyong SHENBo
(PekingUniversity,Beijing,China)

  Abstract:Thepropositionofdevelopingamarketeconomyundersocialistconditionsdidnotoriginallyholdtrue
intraditionalMarxismandmainstreamWesterneconomics.However,overthepast100years,theCommunistParty
ofChinahasprogressivelyexploredatdifferentstagesandeventuallyformedtheideaofsocialistmarketeconomy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thuscreatingabreakthroughforthetraditionaltheory.TheinnerlogicoftheChineseCom-
munistPartyinthisexplorationprocessprovidesimportantinsightsforfurtherbreakthroughsandfutureinnovations
inthetheoryofsocialistmarket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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