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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

龚　云　孟　虹

[摘　要]城镇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壮大城镇集体经济，是新时代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关系到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国式

现代化的推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服从国家

顶层设计，实现城镇集体经济的集约、协调发展；加速数字化转型，以技术创新驱动城镇集体经济升级；构建

复合型人才梯队，实现人才资源可持续供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

地位和首创精神。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努力，

推动城镇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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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新征程

上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城镇集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

实必要性，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新时代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城镇集体经济对于巩固公有制经济在我

国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确保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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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完善、更高水平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持续发展壮大城镇

集体经济，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任务之一。

第一，城镇集体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与发展始终

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传统手工业主要依

赖手工操作与简陋的生产资料，且生产资料从

属于生产者个人，生产关系表现为手工资料私

有制，本质上是私有经济，对于当时经济恢复

重任而言，弊大于利。要快速恢复并发展国民

经济，解放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就需要改变落

后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的经

济形态。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上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

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

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

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

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

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

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

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

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1](p.165)中国共产

党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改造策略，循序渐进地引

领我国传统手工业踏上合作社的发展道路，奠

定了集体经济的初步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发展生产力，调整旧

的经济结构，1952 年，我们党提出了以“一化

三改”为核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用大概四年

时间实现了手工业生产资料由个体私有到集

体所有的转变，形成我国初始的城镇合作经

济。合作社经济作为当时推进社会主义改造

的重要任务，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载

入宪法。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明确将合作社所有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

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

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

制。”[2](p.7)这标志着集体所有制经济已成为社

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可或缺的主体组成部

分。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旧

对城镇集体经济作出明确规定：“城镇中的手

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

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3](p.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集体经济摆脱诸

多思想束缚，进入活跃发展、快速壮大时期，我

们党多次调整和落实集体所有制政策。198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广开门路，

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指

出，“党中央、国务院对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

济的发展采取积极扶持的方针”，[4](p.982)这不仅

充分肯定城镇集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逐

步形成一套有利于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改善

人民生活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明确集体企业

的性质和自主经营权，鼓励、保护和扶持集体

企业的政治措施，规定集体企业的收益分配、

工资福利、集体管理制度等。党的十五大在总

结实践经验基础上，首次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传统城镇集体所有制

经济组织解放思想，通过出售、租赁、拍卖、联

营等进行系列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以“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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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特征的新

型集体经济。这一时期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

形成产权多元、形式多样、利润率高等特点，实

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二，城镇集体经济保证劳动者与资产所

有者利益一致，为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城镇集体经济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经济发

展，为广大劳动力群体提供形式灵活的就业岗

位和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开始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集

体企业不断进行改革，涌现出多种形式的新型

城镇集体经济，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民营科

技股份合作企业、职工持股企业等。在集体所

有制制度下，劳动者就业拥有更多选择，且不

再以个体身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成为紧密

相连、相互支持的集体成员。这可以提升劳动

者抗风险能力，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个

体劳动者和经营者往往需要独自承担市场风

险，而在集体经济中，风险被集体共同分担。

当市场出现波动时，集体能够调动更多资源，

采取更加灵活有效的应对策略，降低单个劳动

者面临的风险。同时，劳动者共同分享经营成

果，有助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在集体经济

中，集体收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

式，更加注重公平与共享。

集体经济模式不仅在物质层面为劳动者

提供了保障，而且在精神层面上给予劳动者

归属感和责任感，在推动物质富裕的同时，不

断为精神富足奠定基础。从社会个体转向推

动集体发展、实现共同目标的重要力量，这种

归属感使劳动者往往能够产生自发为集体贡

献力量的自觉。集体中的每个劳动者都要增

强个人行为为集体利益负责的责任感，个人

行为和决策关乎集体共同利益。城镇集体经

济还为劳动者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平台，不

仅有助于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而且为集体的

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城镇集体经济对于

劳动者而言，不仅是一个提供就业岗位和收

入来源的平台，更是一个培养归属感、责任感

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它让劳动者在

共同面对市场风险、分享经营成果的过程中，

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共同成长和发展。在未来

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城镇集体经济将继续发

挥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繁荣贡献

更多力量。

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始终与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高度契合。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5](p.22)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特征。共同富裕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

是少数人的富裕；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全

面富裕，而不是单一方面富裕。城镇集体经济

通过自身运营模式，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公平分

配，增强了劳动者抗风险能力，提升了他们的

归属感和责任感，这些都与共同富裕目标高度

一致。

第三，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是确保中国共产

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于巩固党的执

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集体经济是我们党推行经济政策的

重要载体。城镇集体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组

织形式，更是党的经济政策在实践中得以贯彻

落实的重要载体。通过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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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党能够更好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和

战略引导。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城镇集

体经济虽发展快速，但结构形式以单一公有制

为主，不利于正常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经过几年经验总结，国务院于 1983年颁

布《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

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改变过去城镇集体所有

制经济一些不必要的“旧框框”，即其组织形

式不要过于简单化一，而应以经营灵活、方便

群众为特点，经营形式可以多样化，可实行各

种形式联营。这个规定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城镇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指明了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们党通过制定科学

合理的政策，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升

级和结构调整，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种形式的

新型城镇集体经济，确保城镇集体经济发展

与国家长远规划相契合。

城镇集体经济是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人民生活水平紧密相连，其发展状

况不仅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生活质

量、幸福感提升与否，而且深刻影响广大人民

对我们党的认同感、满意度以及党的执政基础

稳固与否。习近平指出：“发展新型集体经济，

走共同富裕道路。”[6](p.194)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

集体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人民

共享发展成果、强固党的群众基础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指导下，

我们党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有效整合社会资

源，激发内在活力，为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和增收途径，从而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幸

福感，增强了社会的向心力，为党的群众基础

注入新的活力。

发展城镇集体经济能够增强党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2019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

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指出：“切实

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推动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7](p.1)新时代新征程，对广大党员干部

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城镇集体经

济企业的发展需要党的领导和政策支持，而

我们党也需要通过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来增强

自身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战斗力体现在党

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坚决贯彻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城镇集体经济发

展提供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各级党委、党组

织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着眼于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牢牢把握城镇集体经济发展

方向，及时提出有效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加

强广大党员干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

期分析经济形势、研究重大方针政策的工作

能力，无论是分析形势还是作出决策，无论是

破解发展难题还是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

题，都需要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

强化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和管理，还需加强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是城镇集体经

济的“引领者”与“护航者”。在实际工作中，

基层党组织能够准确将党关于集体经济发展

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至各集体经济组织，

确保经济发展方向与党的要求保持一致；通

过协调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资源，积极策划

和推动经济发展项目，如招商引资、产业升

级、基础设施建设等，为经济发展项目提供政

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通过加强服务、

提高效率、简化流程等措施，为企业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兴业；为集体

经济组织提供公益法律援助，保障集体企业

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利益。党的战斗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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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可为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

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

壮大又可进一步增强党的战斗力。

二、新时代城镇集体经济的

发展机遇和独特优势

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必由之路。新时代城镇集体经济发展

迎来诸多机遇、展现出独特优势，大力发展城

镇集体经济仍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任

务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瞻远瞩地提

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

目标，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这一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城镇集体经

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新时代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机遇

第一，消费升级和结构变化为城镇集体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国民经济全

局来看，我国有几千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只

有高度重视、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才能保证国

民经济健康发展，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

制经济基础。随着国家经济持续稳健增长和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新时代新阶段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新需要，人民生活方式

发生了很大改变、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我国

有 13 多亿人口的内需市场，处于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阶

段，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孕育大量消费升级需

求。消费者在选择商品和服务时个性化需求

增加，更加注重品质、性能、设计、品牌影响力

等因素，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逐渐提

高。新的消费群体和新型消费模式逐步形

成，其释放的消费需求与对更多、更优质的公

共需求一起，对我国产品供给提出更多样化、

精准化和高端化要求，也对城镇集体经济产

业升级和转型提出更高要求。

与消费升级相一致，我国市场需求结构

也迎来从低端走向中高端消费的调整期。高

端商品和服务需求增长，服务性消费支出增

加，消费者品牌意识增强，健康环保意识有所

提升，更加注重产品的健康安全、绿色环保等

非数量标准。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市场需求

发生根本变化，由以往生存型、物质型消费为

主，逐步转向以服务型消费为主。市场结构

优化升级不仅体现在量的增长上，更体现为

质的飞跃，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新特

征，这对市场供给提出更高要求。在这种变

化之下，城镇集体经济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

和对市场动态的敏锐洞察力，能够迅速捕捉

市场机遇，精准对接消费者的多元化、个性化

的需求；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有效满足

市场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赢

得更多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获得更多发展

契机。

第二，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发展城镇集体经

济的客观现实。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可

支配收入不断提高，但由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

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健全完善，我国城乡差距依

然存在，尤其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均等方面。

在居民收入方面，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绝对差距显著增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数据可知，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绝对差距为 209.8元，2022年这一数据扩大

至29150.0元，绝对差距增加了137.9倍。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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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同一时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始

终维持在 2.5倍左右①。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的情况下，绝对差距增长幅度

远超收入增长幅度，折射出我国依然严峻的城

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在公共服务和社

会保障方面，同样存在较大城乡差异。城市拥

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第三产业以及政府持续

的公共资源投入，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且覆

盖面广泛，而乡村地区空间分散，人口聚集力

不足，公共资源投入低、覆盖面窄，这就导致城

乡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呈现出资源

分配不均、服务水平不平等的差异特征。

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是解决城乡、区域发展

不平衡的必然选择。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客观

现实，但同时蕴藏可观的发展空间，城乡融合

发展的需求为城镇集体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城市与农村

之间资源要素流动日益加速，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活跃态势。城镇集体经济凭借其在市场信

息获取、技术革新、管理效率等方面的独特优

势，具备了与农村地区开展深层次、多维度合

作的坚实基础与有利条件。通过构建紧密的

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城镇集体经济不仅能够促

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有效流

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而且能充分

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形成互补效应，有效破

解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的难题。

第三，新一轮技术革命为城镇集体经济的

发展提供内在驱动。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以

新型信息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与深度融合为核

心，辅以新能源技术的动力支撑和新型制造技

术的标志性突破，共同构成一系列技术创新集

群，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技术

创新不仅对传统生产组织模式进行了深度改造

与优化，还显著降低了资本循环各阶段的成本，

极大缩短了资本的总周转时间，从而实现了生

产效率飞跃，使大规模定制生产成为可能，且

这一过程更快速，成本更低廉。

对中国而言，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

双重作用，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特别

是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为城镇集体经济发展

注入新活力，开辟了新的增长路径。数字化

生产使各行各业深度融合，促进了生产方式

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转型。通过大数据分

析、云计算服务等手段，企业能够更精准把握

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个性化定制和

高效生产，促进产业升级与效率提升，极大解

放劳动力，减轻劳动强度，有效缓解因人口结

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紧张问题。新技术

革命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了

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转型，为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城镇集体经济体系奠定了

坚实基础。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科学技术创

新和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力提升，不仅在全球

范围内引发了深刻的生产方式变革，而且为

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内在驱动。

第四，新阶段改革开放为城镇集体经济

发展注入新活力。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

当代中国发展的活力之源。”[8](p.3)改革开放作

为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的重要法宝，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①数据参见《202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年版）。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134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6，绝对差距为209元；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283元，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3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45，绝对差距为29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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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指示，提出推动构

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增

加了经济社会改革中制度建设的分量，为城

镇集体经济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改

革开放后，我国城镇集体经济经历深刻变革，

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变革组织形式，调整生产

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党的十

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

标为始，我国城镇集体经济不断探索公有制

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多种企业组织形式，从

简单的合作社形式发展至包括集体资本共同

共有企业，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以集

体资产、职工资产控股与国有、私有资产共同

组建的公司制企业，集体资本参与、控股的中

外合资企业，劳动群众新办的合作社企业在

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多元化经济组织形式使

城镇集体经济在新时代更加贴近市场，更好

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

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扩大开放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城镇集体经济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和

丰富外部资源。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

经验，城镇集体经济得以快速吸收国际先进

生产力，加速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升自身

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集体企

业向现代化、国际化转型。扩大开放还促进

了国内外市场的深度融合，使城镇集体经济

组织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

现产品出口、技术合作与品牌国际化，提升在

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改革开放为

城镇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推动城镇

集体经济发展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不断激发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二）新时代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

与其他经济组织相比，城镇集体经济具有

独特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城镇集体经济的灵活性。首先，相

较于大型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城镇集体经济

组织在经营形式上展现出更高的自由度与可

塑性，能够敏锐捕捉市场的细微变化，根据市

场需求和竞争态势调整产品结构、销售策略以

及价格策略。这种灵活性不仅体现在对外部

环境的快速响应上，更在于其内部机制的灵活

调整，确保企业能够紧跟市场步伐，不断满足

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因此，城镇集体经济能够

抓住市场机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实现自身快速发展与壮大。其次，城镇集

体经济能够灵活整合与利用资源，高效调配人

力、物力、财力等各类资源。通过资源有效整

合，城镇集体经济组织在保持高质量运营的同

时，能够不断降低成本，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为

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最后，城镇集体经济的灵

活性还为其带来更多创新机遇。城镇集体经

济组织更容易尝试并采纳新的经营方式和商

业模式，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产品与服务，不断

革新企业管理理念与运营模式，保持行业领先

地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与强大的适应力。

第二，城镇集体经济的共享性。城镇集体

企业的本质是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

这是劳动者当家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标志，

也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基础。在城镇集体

经济框架内，共同富裕涵盖两个核心要素：一

是体现效率与发展的“富裕”，即通过集体经济

组织的壮大，提升经济效益，增加劳动者收入；

二是体现公平的“共同”，即确保集体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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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实现利益共享。“富裕”

和“共同”，是城镇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基

础。城镇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注

重规模扩张和效益提升，又要强调内部劳动者

的团结协作与资源共享。做大经济蛋糕，是振

兴城镇集体经济、引领劳动者迈向共同富裕的

先决条件；而确保“蛋糕”分配的公正，则是保

障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因此，城镇集体

经济组织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兼顾公

平，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劳动者，共同推

动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新时代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

举措和实践路径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壮大城镇集体

经济

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关键在党的领导。习

近平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

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

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

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9](p.188)党的全面

领导为城镇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

证，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在把方向、

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等方面发挥掌舵领航

作用，党对经济工作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

既具有直接优化市场与政府功能的作用，更具

有统合市场与政府功能的独特政治优势。因

此，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重大政治和

经济意义。

坚持和加强党对城镇集体经济的全面领

导，需要科学把握包括党的经济治理体系、党

的经济治理能力等要素在内的一系列实践要

求。一是完善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

体系。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离不开系统

完备的领导制度体系，要自上而下形成一套贯

穿经济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党的领

导制度，完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

体制机制，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把握发

展方向，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确

保城镇集体经济始终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道路前进；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体

制机制，地方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党中央

领导经济工作的延伸，既要强调党中央对全国

各领域经济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

推进、督促落实，又要注重激发各地基层首创

精神，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

二是大力提升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

水平。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离不

开党的领导能力水平提升，“我国发展领域

不断拓宽、分工日趋复杂、形态更加高级、国

际国内联动更加紧密，对党领导发展的能力

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10](p.103)党员干部

要不断提高自身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在经济工作中坚持把政治标准

放在首位，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

社会问题，善于洞察经济活动的政治后果，

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与此同时，要着力提高党领导经

济工作科学化、专业化水平。领导活动“科

学化水平”，意指决策符合客观规律的程度。

我们党在领导指挥经济工作时，必须尊重客

观实际，必须有系统思维、科学谋划，使党的

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和决策符合新发展阶段

客观要求。党员干部还需提高领导经济工

作专业性，加强专业新知识的学习、新经验

的积累，培养专业能力，弘扬专业精神，成为

经济社会管理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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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从顶层设计，实现集约协调发展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必须综

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物质和精神、发展和安全、

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因此

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

和国家每年都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多

年探索实践中已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经济

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路线制定围绕两大主题展开：稳增长和调

结构。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年份，我们党对

于经济社会发展制定的政策重心明显偏向稳

增长，旨在缓解当下经济增长压力。如2014年

内需低迷，经济面临深度通缩风险，年末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2018年我国对内经历去杠杆，对外受中美贸易

摩擦压制，经济面临较大增长压力，故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强调“强化逆周期调节”。而经济

平稳年份，政策重心向调结构倾斜，旨在解除

长期发展面临的潜在障碍。如 2015年宏观经

济通缩风险化解，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

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论调结构还是

稳增长，我们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路线的顶层

设计都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

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服从我们党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强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适

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

律保护。”[11]为更好配合党和国家总体部署，城

镇集体经济必须以更加开放、包容、创新的姿

态，优化城镇集体资产的产业布局和空间结

构，丰富城镇集体企业功能定位。要坚持“党

的领导、多级统筹、城乡融合”，党的领导是确

保城镇集体经济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多

级统筹则有助于协调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城

乡融合是打破传统界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从产业上看，城镇集体

经济的产业链条需加强向农业产业链条的延

伸，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资源共享、

技术互补、市场联动等方式，推动城乡产业链

深度融合，打通城乡产业链，推动绿色发展，实

现低污染、高产出，实现更高附加值的高质量

协调发展。

（三）加速数字化转型，实现技术创新发展

如何抓住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自身转型升级，是当前城

镇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数字化转型，指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城镇集体经济的生

产、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深度改造和优

化，以数据为驱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业务

流程智能化。这一过程不仅要求城镇集体经

济在技术应用层面实现突破，更要在思维模

式、组织架构、运营模式等方面进行根本变革。

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是现代信息技术广泛

应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

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11]实

现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发展，意

味着城镇集体经济要在数字化转型基础上，

注重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通过引入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生产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优化产品服务，发展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因此，城镇集体

经济组织需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培养和引进

具备数字技术技能的人才，构建完善的数字

技术管理体系，以确保数字型转化顺利推进，

更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数字化转型

还要求城镇集体经济发展转向数据驱动，从

单一的产品导向转向用户导向。领导者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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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需具备数字思维，能基于数据做出决策，

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同时，

要打破传统层级结构，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

确保信息流通顺畅和决策高效，积极探索平

台化、生态化运营模式，通过构建开放平台，

吸引更多合作伙伴和创新资源，共同打造数

字经济时代产业生态。

在运营模式上，城镇集体经济可从多方面

入手实现数字化转型，包括构建数据驱动的决

策体系，从生产、销售、客户反馈等各环节收集

数据，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运营策略，实现精

准营销、提升供应链效率等目标；打造平台

化、生态化运营模式，构建开放平台，吸引供

应商、服务商、客户等各方参与者加入，实现

资源高效配置与共享，促进各方协同创新，共

同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升级，形成互利共

赢的生态系统；优化客户体验与服务，利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和

偏好，以用户为中心设计服务流程和产品功

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推荐和解决方案，

形成以用户为导向的服务模式等。

（四）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实现可持续化

发展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5](p.33)发展城

镇集体经济，关键在人。新时代城镇集体经济

工作更加复杂，城镇集体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更

加迫切，对人才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城镇集体

经济需跟上时代步伐，构建一支高素质、多层

次、复合型的人才梯队。

为实现城镇集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一是

需要搭建起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技术工作人

员、宣传营销人员等多元化人才梯队。城镇集

体经济组织必须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制定详尽

的人才发展规划，明确各阶段人才需求与目

标，广泛吸纳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

人才，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要

注重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人才队伍，

通过持续的教育培训、实践锻炼和激励机制，

不断提升人才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特别

是要加强培养数字技能和创新能力，使人才能

够迅速适应技术革命需求，推动城镇集体经济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是必须建立健全人才待遇与激励机

制。要为人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完善的福利保障、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良好

的工作环境等，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为城镇集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人才流动与晋

升机制，促进人才在不同岗位间合理流动，实

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样能够更好激发

人才潜能和活力，推动城镇集体经济在数字

化转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还应积极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

风气。通过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激发

人才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培养其忠诚、敬

业、创新的工作态度，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和

综合素质，为城镇集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

坚实人才保障。

（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群众创造性

发展集体经济，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集体成

员经济利益并增进其社会福利。这不仅要求

我们党在经济活动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更需

将强化人民主体作用贯穿于城镇集体经济发

展全过程。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观，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城

镇集体经济的价值追求，为人民谋福祉；二是

要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激发人民创造性，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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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实现城镇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发

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理论问题。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

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指出：“适

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

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

产的根本目的。”[12](p.373)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与

壮大，根本上还是为实现人民对更高品质生活

的追求，切实将社会生产力提升转化为人民群

众的现实幸福感。

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是生产

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唯

物史观，坚定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和首创精神，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从人民群众的需求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

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推进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在推进城镇集体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人民是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泉，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通过辛勤

劳动和智慧创造，为城镇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探

索新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为城镇集体经济的创

新发展提供宝贵智慧和经验。只有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在城镇集体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和首创精神，获得人民群众广泛支持，依靠人

民的力量，才能形成推动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的强大合力。

推动城镇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新时

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

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要从理论层面高度加

以重视，深入研究城镇集体经济发展，而且需

要结合实际，有针对性解决城镇集体经济在发

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城镇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必将为构建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注入

强劲动力，助力我国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征

途上行稳致远、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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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Urban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New Era：：The urban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urban collective economy, an important task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s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governance of the CPC,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veloping the urban collective economy, we must adhere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CPC to ensure that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y; we must obey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untry to realize the 
int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n cities and towns; we must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rive the 
upgrade of the urban collective economy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we must build an echelon talent system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supply 
of human resources; we must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uphold the principal position and initiative of relying on the 
people for development. As a systematic project, developing the urban collective economy requires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society should work together,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collective economy and inject a strong impetus into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Gong Yun, Meng Ho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Its Dialectical Logic：：From the viewpoint of dialectical logic,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reveals the process of recognizing the laws of motion for objective things, and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cross-reference 
and orderly progression in philosophical-logical categori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bsorbs as clues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type”, “cause” and “necessity” suggested by Mozi,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takes as basic links the logical categories of 
commonality and individuality, phenomenon and essence, form and content, cause and effect, internal cause and external cause,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chance and necessity, and unveils itself through the questions of “what”, “why” and “how”. Congruent with th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modern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the basis of systematizing and theoriz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ghlights the new realm of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in China. (Xue Wei-jiang)
On the Uniqueness of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y the CPC：：At the ontological level,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y the CPC equal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is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the CPC’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Namely, the regularity and purposiveness of Marxism 
determine the necessity of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y the CPC, while the latter uphold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s new grou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in China. At the level of value theory, the CPC has accomplished the theoretical self-
consciousness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of history, hoisting the banner of people-oritentedness. The Party makes people-oritentednes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s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combining “weapons for 
criticism” and “criticism with weapons” in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 illustration of the collective wisdom. At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 
Marxism as a general law is abstract and generalized, so the gap between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real practice needs to be bridged and transformed by 
epistemological link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an epistemological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y the CPC.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for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in China. It is the methodology that the CPC has consciously applied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expand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in China. (Cao Feng-qi)
From ““Equality of Rights”” to Substantive Equa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Marx’’s Concept of Equality in the New Era：：“Equality of rights” 
and substantive equality refer to two different concepts of equality. As sharing the same value orientation,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a tension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The former focuses on procedures, opportunities, and rights,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people’s real needs, 
the overall process, and substantive result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deeply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s of 

“equality of rights” and reconstructed the realm of substantive equality in the communist society, where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ies,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comes into being. Marx’s idea of substantive equality is not only of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but also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Bao Jin, Yang Jing)
An Analysis of the Real Menace by Capitalist Discourse Expansion：：Capitalism, through the continual expansion of cheap commodities and 
powerful warships and cannons, has integrate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all countries worldwid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constant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the elaborate series of capitalist discourse systems completed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modeling of human’s subject 
spirit, which is more “lethal” and harmful than its material system. The discourse systems of capitalist ideology, individualism, daily life, 
ideological culture abstract real human beings into atomic individuals, affirm that capital proliferation is the greatest rationality of individuals, 
submerge human’s subject spirit in symbolic consumption, and reshape the spiritual world of human being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capital. 
Highly deceptive, this set of “discourse techniques” removes the ideological obstacles to the continu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makes people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and even embrac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social system and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sets up numerous 
obstacles to the comprehensiv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On the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be alert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modern capitalist discourse system over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potential risks the former brings. (Yao Li-m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Promoting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China 

Digest：：As the first English-language periodical founded by the CPC and distributed overseas, China Digest has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CPC’s promoting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building. The experience mainly include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focusing on effectiveness and pertinence; adher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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