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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胡 怀 国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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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党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一项重大方针，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

大创新。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而必须在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历史过程中，深刻认识“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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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①，新时代新征

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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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本文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生成和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对“两个毫不动摇”予以政治

经济学的解析，以深化我们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理论认识。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

则等，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

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④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指出新时代新征

程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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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①，特别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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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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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

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

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③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新时代新征程聚焦构建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

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但即便“我们党反复讲，要毫不动摇坚持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有的人至今还没有摘下有色眼镜”④，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

对我们是否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有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的议论。我们必须亮

明态度、决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

新，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关键因素，目前社会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特别是对“两个毫不动摇”的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议论，某种程度上同学术界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界没有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对有关问题予以较为彻底的理论说明有关，特别

是某些学者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和若干概念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的做法，不仅

进一步模糊了人们对有关问题的理论认识，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议论的重要思

想来源。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在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历史生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新

发展的思想体系，只有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历史过程，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逻辑以及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

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

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

必须深刻认识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

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⑦，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一部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

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⑧，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区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的本质不同，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和若干概念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

—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4 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7 页。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 年第 16 期。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354 页。
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求是》2023 年第 4 期。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2 页。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4 页。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9 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63 页。



而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以此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说明、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

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深刻认识到，提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必须抛弃从

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马克思

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

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 范畴) 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

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

念，这就非常奇怪了”①。我们也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

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障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以公

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前提，不

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并受到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保护，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

量，“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

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一项重大方针，同时也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为深化我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并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

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有必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和创新发展，在马克

思主义框架下对“两个毫不动摇”予以政治经济学的解析。

二、现代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生成与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

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

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③至少就主要经济体而言，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相对封

闭与相互隔离的传统农业社会，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

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并在其相对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由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开辟了一种

西方式现代化路径。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为前提，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并

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马克

思在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回应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超越，创

立了旨在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为人类社会开辟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

展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而且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指导。

具体而言，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

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

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

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④。正是这种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等级化和人身

依附的经济社会关系，造成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整体不发展。对此，宏观经济学奠基者凯恩斯曾总结说: “从

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到 18 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一直到公元 1700 年为止的 4000 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 50%，但不会超过

100%。”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它极大地推动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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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同时却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的不发展: 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

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另一方面，“劳动为富

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②，“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

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③。

马克思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类社会必将在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经

由生产关系变革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④。为了深刻揭示人类社会从经济发展到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

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整体性框架并以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它“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

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

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

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过程”⑤。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前提，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则是沟通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键环节。从某

种程度上讲，马克思及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质上是在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或资

本主义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勾勒的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或按

照马克思的说法，“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

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

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⑥。
也就是说，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整体性框架，本质上是一种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为中间环节，以实现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

的的思想体系。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生产力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并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它本身

并不必然推动人的发展，其是否以及能否推动人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 西方式现代化

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人的不发展，而这种人的不

发展又必然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

在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马克思一再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但在深入分析西方式现代化或早期

资本主义现代化时，还是更多地把生产力( 更多地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 作为既定前提，而把生产关系( 更多

地同人的发展直接相关) 作为分析重点。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现实前提，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或新时

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是更好满足人民需要进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

更多地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既定前提、更多地把生产力作为分析重点，并“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⑦，而决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更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所使

用的若干概念。
不妨以《资本论》为例做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在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文开篇即指出，现代“社

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⑧。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现

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其中使用价值更多地反映了商品的自然属性，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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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同经济发展或物质财富的积累有关，“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 价值则更多地反映

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更多地同经济发展能否推动人的发展有关，更多地同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直接相

关，“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① 为了深入揭示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严重的人的不发展的内在机制，马克思更多地围绕商品的价值( 更多地同生产关

系和人的发展直接相关) 而不是使用价值( 更多地同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 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理论分

析。与之不同，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现实前提，而更多地同商品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积累有关的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成为更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并以此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故我

们决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述中所侧重的价值分析，而必须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

统一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更

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

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地

总结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

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

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③事实上，正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成功开启了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我国迈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不仅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而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新境界。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成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具体而言，我国是在落后农

业国基础上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即便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

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

留在古代”④。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传统农业社会是一种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的经济社会形态，一切皆带有

共同体的外观，人们的“任何习惯权利都是来自某些所有权的不固定性。由于这种不固定性，这些所有权既

不是绝对私人的，也不是绝对公共的，而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法规中所看到的那种私权和公权的混合物”⑤，

因此既谈不上公有制经济，也谈不上非公有制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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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主要借助于公有

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快速推进了工业化，使得我国在较短时间里迅速由一个拥有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落后

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然而，由于我们相对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受苏联模式或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影响，一度脱离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孤立地看待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脱离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盲目地

追求“一大二公”，不仅严重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使得我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了严重曲折。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①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

会生产力，而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强调“在初级

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

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②。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首次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升为一项具有

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重大方针并强调“坚持公

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

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③ 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包括“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毫不动摇”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重大创

新，我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而且推动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并赋予了公

有制经济新的生机活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

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为了顺应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强调“公有

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
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④。党

的十九大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战略安排，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指出“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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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

和人民的伟大创造”⑤。党的二十大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按照二十大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景图，并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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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清晰地表明，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

和保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两个毫不动摇”更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一项重大方针，“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

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①，“我们党在坚持基

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②。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两个毫不动摇”不仅是我们党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明确的、一贯的重大方针，而且是一经确立即始终坚持、不断深化、从来没有

动摇过的历史过程。特别地，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

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③，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私有制经济，更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理论分析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 一方面，我国劳动者已经不是马克思重点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下“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④而不得不接受最低限度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实现了当家作主、享有广泛

权利并拥有一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另一方面，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它同样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同样服务于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下的私有制经济，把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的价值分析以及“剩余价值”“剥削”等概念简

单套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教条，更是一种时代的错乱。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⑤，同时也是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重大创新，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纵览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程，英国古典经济学奠

基者亚当·斯密早在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发轫之初，即尝试构建一种以资本积累和市场

发育为前提、以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为重点、以劳动或获得商品时付出的“辛苦和麻烦”为市场交换的价值

尺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并首次对现代市场经济作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说明。马克思在对斯密及其继承者

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系统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说，不仅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下赋予了价值、劳动、资本等概念以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内涵，而

且通过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等范畴深入揭示了早期资本主

义现代化如何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人的不发展。正如恩格斯强调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

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理论飞跃，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他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类似地，我们在把马克思分析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应用到社会主义情形时，亦有必要结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某种政

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至少要审慎考察哪些概念普遍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一般情形、哪些概念仅适用于

资本主义特殊情形、哪些概念必须予以扬弃或创新发展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情形等，进而为深刻理解和准确把

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

筑为既定前提的，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直接照搬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使用的有关概念和范畴，又

不能直接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而必须始终记住“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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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深刻认识到，“商品生产

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呢? 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 不能孤立地看

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

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 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

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①。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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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并强调“市场经济不

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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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是现代社会区别于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

的重要特征，现代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我们党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伟大创举;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必要结合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有关概念辨析，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

分析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情形，以深化我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
不妨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商品”部分关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辨析为例，对马克思的有

关探讨做进一步理论推进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情形。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现代社会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

值的有机统一，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物的有用性”，它更多地反映了商品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是所有生产

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价值则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是商品“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

的结晶”④，它完全取决于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并更多地反映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及其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经济关系。显然，就使用价值而言，任何生产要素都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不同所有制经济

在使用价值的形成方面并不存在性质上的不同。不过，即便仅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我们也不能简单套用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

值，商品使用价值只是价值运动及其增殖过程的物质承担者，故马克思更多地把使用价值作为理论分析的既

定前提，而把价值及其运动过程作为理论分析的重点，并以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及其造成

严重的人的不发展的根本原因; 与之不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而不论是满足人民需要还

是生产力发展乃至经济发展本身，都更多地同商品的使用价值直接相关，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马克思分析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重点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必须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和

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丰富的具体内容。显然，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不存在性质上的不同，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

济的发展壮大都有助于更好满足人民需要、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并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为推动更多地同

价值和生产关系直接相关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至少就使用价值而言，公有

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决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公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
与此同时，既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机统一，那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同样存在价值运动。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价值而言，斯密早在英

国工业革命初期就明确认识到，“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

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

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⑤，并必然在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过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

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人们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在市场交换中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马

克思借助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概念辨析，实现了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飞跃，并

主要借助于价值分析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价值运动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存在商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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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市场交换和价值运动，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运动同马克思

重点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运动存在根本不同。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
“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

性创造出物质要素”①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又是“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②的资本无偿占有“除劳

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③的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价值运动过程。与之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也存在价值运动，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意味着: 一方面，劳动者不再是马克思所分析的“除劳动能力以

外一无所有”并不得不接受最低限度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实现了当家作主并拥有一定生活资料和生产

资料的国家主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 另一方面，不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不再是“有 20% 的

利润，它就活跃起来; 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④的肆无忌惮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者，而是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

会主义生产目的并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规范和保护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然，

正如李嘉图强调的，“劳动者没有工资就活不下去，农场主和制造业者没有利润也是一样”⑤，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讲求利润，但它更多地属于一种提高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

市场信号，而绝不会是肆无忌惮地予以狂热追求的目标。
当然，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有机统一的，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

着显著差异。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

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

它们的特点”⑥。从某种程度上讲，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它是我国发展中的
“一种普照的光”并决定了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决定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本质上都服

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 特别是公有制经济

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不仅更为直接地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多地服务于整体

而言的公共利益和国家战略需要，而且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
共服务等重要功能，同时也必然受到作为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更为严格的监管。非公有制

经济同样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但其间存在着诸多中间环节，如公有制经济的“普照的

光”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引导、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和利润信号

等; 尽管如此，由于其数量更为庞大、体制机制更为灵活、更为接近市场和市场需求，能够对市场信号作出更

为灵敏的反应、能够对人民需要作出更为迅速的回应，故不仅有助于更好满足人们的个性化、多样化和不断

升级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激发社会活力并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

基础。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是充分发挥其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都有赖于我们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要推动市场

主体的平等性和市场制度规则的统一性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

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并确保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

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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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

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⑦。

五、结语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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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

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①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它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又是

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

量，“两个毫不动摇”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

创新，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中、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

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并以此深化我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
根本而言，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保护下发

展壮大起来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力量。目前，社会上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的议论，本质上是忘

记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就前者而言，它们忘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忘记了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本质上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 就后者而言，它

们忘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和理论教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式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商品价值和使

用价值的有机统一中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确立的重大方针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不

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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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are key component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driving forces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Unswervingly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ublic sector and
unswervingly encouraging，supporting，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public sector”are a fundamental
policy inaugurated by the CPC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a
major innovation to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
ernization． We ought not to simply apply Marx's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o the so-
cialist situation． Instead we must deeply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logic，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two
unswervings”in the contradiction mov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in the organic unity of
commodity value and use value，and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mutual pro-
mo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
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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