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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

郑有贵

[摘 要]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取得，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学讨论的经济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价

值取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

形成的协调和相互促进态势。 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坚持和践行成为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政治文明建设保障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效整合与实施，文化建设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催生、凝聚经济发展

力量；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奠定和谐进步的社会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使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和魅力。中国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之所以能够逐步形成协调和相互促进态

势，进而合力促进经济发展，根本缘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基本经济制度。

[关键词]经济奇迹；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本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5）10-0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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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解释，是关系正确

认识并坚持和完善中国道路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认识上的分歧，根本

在于立场和方法，即存在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

义两种立场和研究范式的分歧。 西方经济学无

从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其原因是没有从

整体视角进行分析，把经济发展仅仅视为经济

自身运行结果的逻辑，甚至仅从微观市场主体

的成本收益视角分析资源配置的效率。 经济发

展是整个社会系统运行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关

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

系的科学论断， 把经济纳入整个社会系统，不

仅研究经济发展的自身因素， 也研究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科

学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钥匙。 经过长时间

的实践和理论升华，中共十八大形成了“五位

一体”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

是中国在探索完善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对马

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关系论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 中国

经济发展奇迹的取得，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学讨

论的经济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

价值取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

的建设与经济建设形成协调和相互促进态势。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论断在中国的实践、进一

步验证和发展创新。

一、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
坚持和践行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以人为本，谋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此 推

进改革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

的重要价值取向。 这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

值取向，渗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

局 的 各 个 方 面，经 济 建 设、政 治 建 设、文 化 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都以人

民利益的维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相互间良性

互动，共同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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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可以充分发

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断推进政治

文明建设，促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的

形成

政治不仅是政权组织结构及其体制机制，
更是一种价值取向，前者是实现价值取向的保

障，后者是前者要遵循的指导思想，这两者有

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 在这

样的政治体系下，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

治保障。 在发展方向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保障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和创新发展。 在宏

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健全上，中国共产党从全局

出发，统筹规划，驾驭经济运行的能力不断增

强，使得经济的增长又快又稳。 1980 年至 2014
年，中国经济没有出现负增长，增长率波动幅

度较小，这与美国、日本等增长率波动较大形

成鲜明的对比。 [1]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中国共产

党在充分倾听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诉求、满足

人民基本利益需求的情况下，强调发挥政治思

想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陈云用“七分经济，
三分政治”的话语，形象地道出了经济建设与

政治思想工作的关系。 在基层治理上，将社会

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取向，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让群众参与社区管理，实

现基层自治， 不仅尊重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

益， 还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实

现了社会的善治，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 在打

击经济犯罪上， 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形

成反腐高压态势，保障经济发展成果不被腐败

分子吞食，防止负面因素的泛滥，并发挥警示

作用。 在发挥各主体能动性上，中国共产党鼓

励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

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

涌流。
（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不断探索完

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有

利于经济发展的人财物支撑

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 中

国经济发展奇迹实现的合力，来自人民群众最

深厚的伟力， 其中最突出的是集中力量办大

事。 当然，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建设内容和实现机制有所不同。
以财政为例，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通过实施建设

财政和群众性生产运动方式来实现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

世纪后， 将建设财政转变为制度化的公共财

政。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中国政府，一方面

将有限的人财物用于重点建设项目；另一方面

通过发展公有制经济，实施国家在国计民生方

面的意志，而这些又不受党派和私人财团的左

右，从而成为顺利实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的重

要保障，为国家经济的起飞和发展提供了必要

的支撑。
（三）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从国家和人

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构建政策体系，促进

经济发展合力的形成

在实践中，中国也存在着部门利益、地 方

利益，因而中央也多次主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

关系。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下，部门

和地方基本上做到了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

和长远利益，共同协作，克服诸多困难，合力推

动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以改革开放前实施的

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政策为例，国家政策

的核心是高积累和高投入，为此，一方面对城

市职工实施低工资、低消费政策；另一方面把

大量农民留在农村，以保障整个国家消费增长

不至于过快，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

方式实现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通过农产品统

派购制度保障工业原料和城镇居民食物的供

应。 这种高积累、高投入、低工资、低消费的政

策在实践中能够得到顺利实施，缘于社会主义

价值取向下形成的全国人民共同实现发展战

略目标的合力。 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凝聚人心的

优势，缘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在制定政策时，能够从国家和人民

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 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根

本不同。 在资本主义国家，在私有制基础上的

政府，在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受各自党

派或私人财团的左右，利益关系难协调，有利

于民众的政策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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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经济发展正能量的形成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共识。比

如，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特别是针对“一切

向钱看”的现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

开创者和奠基人陈云深刻地指出：“在进行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 如果不同时进行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

离正确的方向。 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

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物质文

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 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 ” [2](p.347)

鉴于此，陈云进一步提出：“要坚决地刹歪风，正

党风， 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 从精神文明建设

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使社会

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沿

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 ”[2](p.348)面对世界范围

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

态势， 针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问题， 中共

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实践证

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引领社

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完善，进而促进了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国梦发挥着强大的正能量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文明
建设保障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

有效整合与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成为

执政党，人民开始当家作主，开启了新的政治体

系的构建， 其间尽管具体的政治制度有诸多变

化，但其实质没有变，即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变，人民当家作主没有变，并在实践的发展

进程中不断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的形成和不断完善， 是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

进程，也是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的过程。1949

年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政治文明建

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

治文明建设又对经济发展发挥着极其关键的积

极作用， 能够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有效整

合和顺利实施是其突出体现之一。
（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文明建设

有效地将发展战略目标整合到引领先进生产

力的生长和发展上

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实现发展，取决于资源

能否实现优化配置，而资源优化配置又取决于

能否形成有利于生产力的生长和发展的国家

发展战略目标。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中国共

产党站在时代的前沿，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

求，抓住发展机遇，在充分尊重人民意愿的基

础上，经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审议通过的

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五年计划或规划建议，提

交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

通过后，成为国家的统一意志。 这是实现经济

发展的政治保障优势。 在这样的国家决策体系

下，中国能够形成既宏伟又可实施的战略目标

体系。 一方面有效地整合形成了长期战略目

标， 另一方面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
制定与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相对应的五年发展

计划或规划， 至今已制定了 12 个五年发展计

划或规划。 无论是长期战略目标，还是五年计

划或规划目标，都是多种主体发展目标的有效

整合，而且都整合到了引领先进生产力的生长

和发展上，并成为引领发展的定力。 这对于中

国而言，尤为重要。
（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文明建设

有效地保障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接续实施

旨在引领先进生产力生长和发展的 战略

目标，很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得不到很好

的实施。 1949 年以来，中国对发展战略目标也

进行过调整， 但都是从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出

发，对其不断加以完善，而不是从根本上对前

者加以否定。 在西方政治体系下，受党派争取

各自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博弈影响，难以形成

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即使形成，也要付

出昂贵的谈判成本和旷日持久的时间成本，在

实施时还会受到党派轮换执政的影响而中断。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下，所形成的国家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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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

发的，加之国家日益强大，有独立的国防，也有

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体系和科学技术体

系，可以避免来自一些霸权国家的政治、军事、
经济、科技的强行干扰，从而保障其接续实施。

（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文明建设

有效地促进了全国人民共同实施发展战略目

标合力的形成

中国在有效地将发展战 略目标整合 到引

领先进生产力的生长和发展的基础上，还通过

形成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促

进资源集中配置到发展先进生产力上。 这与发

展经济学所主张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赶超发

展，需要政府干预，以集中配置资源的主张不

谋而合。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实施了有助于先

进生产力的生长和发展的重大建设项目或活

动，如“一 五”时 期 的 156 项 重 大 工 业 建 设 项

目，20 世纪 60 年代起的“三线” 建设项目，70
年代的“四三方案”，改革开放以来宝钢、航空、
航天、高铁、三峡水利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

输、棚户区改造、863 计划、亚运会、奥运会、世

博会等项目或活动。 离开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文明建设所形成的

政治优势，持续成功实施如此大规模重大项目

和活动是难以想象的。

三、文化建设引领时代风气之先,
催生、凝聚经济发展力量

当代中国在促进经济发展时，不是把经济

发展孤立起来，而是把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联

系起来，注重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相辅相成。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以文艺为人民大众为方针，着力改造旧

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随之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西方思

潮的涌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提出并实践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1980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入重要议题。1981 年 6 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精神文明作为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强

调“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8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3](pp.26-27) 1986 年 9 月，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中共十

七大不仅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还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中共十七届

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我们必须抓住和用

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

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协调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继续解放思

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

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4]

1949 年以来， 文化建设引领时代风气之

先，催生、凝聚经济发展力量，对提升国家软实

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成为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一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倡导和

发展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涌现出一大批积

极向上的文艺作品， 激励全国人民投身到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 二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发挥重要作用。中华

文明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团结奋进和

不断开拓创新。中华民族有勤劳的美德，在历史

上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 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好地发挥

了促进积极向善、开拓进取、实干兴邦的作用，
成为克服种种艰难困苦、 开拓进取而实现经济

发展的文化基因和动力，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中激励艰苦创业， 在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而致力于不断发展创新。 三

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

不仅为经济发展搭台，文化产业也日益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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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四、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奠定了
和谐进步的社会基础

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及其治理密切相关。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有一个和谐的社会基础，更

是形成了有利于人的成长发展的机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激发社会活力。 当代

中国建立起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

本不同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构建起人人平

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公有制的建立又实

现了生产要素与劳动者的有机统一，这些都促

进了各利益主体公平发展政策体系的形成，使

各主体都有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极大地激发了

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稳定的社会秩序使经济 发展有一个 良好

的社会环境预期。 在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建设道路进程中，把和谐社会构建落实

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在国

内，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致力于和谐社会的构

建，逐步形成和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不断化解

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并着力解

决腐败问题，避免矛盾的激化而导致的社会动

荡，使社会长期呈现和谐进步态势。 在国际上，
改革开放前， 中国努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
为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而积极备战，赢得了和

平发展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在霸权主义依

然存在、贸易纷争加剧、地区冲突和战乱不断

的情况下，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理念，推

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 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增强，为

中国经济发展争取了和平和宽松的国际环境。
这些对于中国而言，是难得的发展条件。 因为

自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遭受侵略和连年战乱，
生产生活秩序遭受破坏，资源被掠夺，经济发

展严重受阻。 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除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社会基本保持了平稳

态势，避免了由于战乱、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之所以能够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吸引大量国

外资本、人才、技术，到中国旅游的客人也日益

增多，除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市场庞大、
人力成本低等经济因素外，还由于社会和谐进

步，把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秩序混乱等非经济

因素的风险降至较低点。
新的社会结构的构建，有利于实现生产与

消费的均衡， 进而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

长。 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城乡、地区、阶层的

结构性问题也开始显现。 在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下，中国坚定地走共同富裕道路，逐步形成和

不断完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的政策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与之对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

方式。 现在，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这就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占有财富而

扩大产能与多数人消费低而导致经济危机。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08 年的国

际金融危机，均缘于此。
社会建设提升了经济发展的空间。 社会建

设能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更好地促进经济发

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建

设，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获得快速

发展，提升了人的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

力支撑。 中国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共同克服困

难机制的形成。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人民

可以有效形成合力，共同面对和克服困难，“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更好地体现和

发挥出来。 例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困难时

期，在遭受地震、水灾、旱灾时，在遭遇1997 年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和 2008 年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冲 击

时，全国人民都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沉着应对，共度难关。

五、生态文明建设使经济发展
更具可持续性和魅力

生态环境问题是国际上普遍面临的问题，
只是或轻或重而已。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产

力，这一认识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基

础上形成的。 如何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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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阶段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之间即呈现出这样一种演变历程。
在快速推进工业化时期，偏重经济快速增

长而轻生态环境问题。 在工业化发展初期，一

般是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注重生态环境

问题。例如，伦敦在工业化后成为雾都，在 1952
年发生的“大烟雾”事件中，因为空气污染，致

使不少人因吸入污染物而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

的较长时期内，在赶超发展进程中，注重经济

增长速度，将生态环境放在次要位置，实行粗

放式增长，加之由于资金缺乏又使得排污技术

发展和设施建设没有及时跟进， 导致高排放，
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透支了后续

发展能力。 之所以在实践中发生生态环境受到

严重破坏的问题， 根源在于快速推进工业化、
现代化以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的极大压力，加之

在追赶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盲目性、对生态环

境破坏后果的严重性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等。
换言之，这是一种有认识而自觉不足的结果。

随着经济发展跃升到新的台阶，生态文明

建设步入新征程。 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和人

口的大量增加，致使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

近上限，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构成硬约束。 在

这样的形势下，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

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

概念，20 世纪 80 年代初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

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 新世纪以来，
中国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处理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上做出了多方面的探

索。 在发展理念上，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指导

思想，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大力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提

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1979
年，中国将每年 3 月 12 日定为植树节，中国共

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年坚持带头参加植树活

动。1981 年 3 月 29 日，陈云在复陆定一信中指

出：像植树造林、治理江河、解决水力资源、治

理污染、控制人口这类问题，都必须有百年或

几十年的计划。 [5](p.310) 1984 年 9 月 20 日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世纪之交起，更

加注重生态建设， 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再

造秀美山川，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 中共十八大报告不仅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还提出要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

过程”。 在考核体系上，将节能减排控制污染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 把 GDP 增速调整

到合理区间， 放弃了长期把 GDP 作为干部政

绩考核指标的做法。 在政策上，支持削减高污

染的落后产能，支持清洁的新能源项目。 在法

律上，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加大执法力度。
在保护与开发利用上，把生态环境作为重要因

素加以考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

态空间，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发展少数民

族文化旅游、扶贫开发，做到保护与开发利用

有机统一。 建设美丽中国，让良好生态环境成

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国家良好

形象的发力点。 由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步

入更具可持续性和魅力的轨道。
综上所述， 中国经济发展 奇迹是在整 个

社 会 系 统 中 实 现 的，经 济 建 设、政 治 建 设、文

化 建 设、社 会 建 设、生 态 文 明 建 设、党 的 建 设

协调和相互促进， 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取得

的真正原因， 而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归于私

有 化、市 场 化、自 由 化 是 对 中 国 道 路、中 国 经

验的歪曲。 从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

主义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基本经济

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合力形成， 进而实现经

济飞跃发展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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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Guidance o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he Guidance o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su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 a top -level design for propelling th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Comprehending the new essence of the guidance
requires taking both the guidance a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driving up the reform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re lies in who have holding share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mixed ownership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develop multi-ownership economy is never equal to bare ignorance of the measures taken to launch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of SO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aims specifically at enfor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n operational mechanism, magnifying the functions of state-owned capitals, and heightening vitality of
economy, control, influence and anti-risk capability, so as to boost the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ccordingly all kinds of
capital ownership complement each other, move forward with mutual benefit as well as common development. However, we shall in the
same time prevent the attempt to undermine state-owned capitals and illegally appropriating public property for private use whil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hall keep a balance between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act or refraining and involvement, reinforcing and re -
calibrating the CPC’s leadership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Wei Xing-hua)
Insight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On September 13th, 2015,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issued
“The Guidance o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included previous achievements in SOE reform as well as
current frustrations. As referred to the Guidance, proper significance should be paid 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reform aims at
optimizing and strengthening SEOs rather than weaning off or even perishing them, which underlies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Deepening the reform focuses on persisting in and speeding up the step of marketization,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dominance by state-owned economy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ization. To sum up, the SOE reform pinpoints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specifically demonstrating the resolution to “separat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functions”.(Yuan En-zhen)
On Deepening Mixed Ownership and SOE Reforms:The Reform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ning-up policy, Shanghai SOEs led in nationwide reforms of mixed ownership by the means of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development, reforms on share-holding,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IPO, and etc. SOE reforms in Shanghai have molded
the fundamental forms of state-owned economy and basic economic institutions, laid the basis and provided driving force for Shanghai ’s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a leap in development and Open-up Strategy implementation.During the transcending from the Twelfth Five-
year plan to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mixed ownership and SOE reforms in an all-
rounded way. In parallel with the ess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put forward o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PC, Shanghai has followed the major principle of “Mixed SOE capital ownership”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in a classified way. It underpins the optimization of fundament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driv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upgrad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elevating urban core competence in a new sense.(Fu Er-ji)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Marxist Consumption Theory in China:Marxism holds that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teract in a
dialectical way and observe the unity of opposite law. The consumption basically comprises productive and living ones. Interconnected
closely and interlinked reciprocally, the basic ways of consumption are determined by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of
consumer goods. Differentiated from productivity, purchasing power and affordability, the productive consumption only refers to
affordability in the final consumption stage. Also in opposition to the subordinate status of social consumption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the antagonism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nd the 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rooted in consumer sectors, socialist economies
presides over their counterparts in historic progress self-evidently. Hence, we should fully grasp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n
consumption in China.(Yang Sheng-ming)
The Adherenc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Balancing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western public economics, government is
regarded as a crucial entity in public economy activities, with its primary function to maintain the dominance of ruling class as public
goods provider. However, labour distribution inside the ruling class would be further specialized while the party of bureaucracy engaged
in national affair administration took shape, and granted the authority of relatively special interests to other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apitalist successfully assured extremely huge progress in production. Once the labour power could be equally and unlimitedly allocated
to all social members, both capitalist class and the party of bureaucracy would be redundant. Nevertheless, the “malfunction of market”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could never mange to make up for the loopholes by introducing a capitalist-maintaining bourgeois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appropriate way to balanc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lies in the adherenc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quivalent
to Chinese government’s upholding the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economy body in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and the market role 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nly guided by national macro control could we reach the goal of common wealth which is beyond the reach of
a capitalist market.(Yu Bin)
An Analysis of China’s Unrivaled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accomplishments in China’s riva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ttributable to both the literally economic factors and its adherence to
socialist value orientati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and reciproc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and the economy. The socialist value orientation is prone to
consistence and practice as an inexhaustible pow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nsur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goals whil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leads to social
morality, hastening and condensing the pow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harmonious and advanced way. Similarl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elps to maintain consistency and
merit embodied i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adually achieved coordination and reciprocal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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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politics, cultures, socie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CPC, altogether facilit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ntrinsically result from socialist value orientation, the CPC leadership and basic economic institution.(Zheng You-gui)
A Study of the Socialism Instit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chievements and Reflections: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studies
on the socialism instit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imarily laid out fundamental researches on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r etc. Secondly, general researches on the socialism
instit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tempts to make some breakthroughs. Thirdly, keynote researches would center on core concepts
such as the confidence of the system,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rule of law. Admittedly, this kind of researches has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while self-evident limitations and problems remain. The subsequent institutional researches o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call for deeper stud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relevant central governmental documents and the
necessity for shoring up basic issues of the socialism instit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Besides, such studies also require reflecting
on researching methods as well as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researching scope and significant issues.(Jiang You-fu)
A Status Quo Analysis of Chinese Interests Groups:Unlike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notion of interests groups shall not be
generalized or equalized to so -called interests clusters. Moreover, promoting to form interests groups or blindly borrowing western
definitions should be shunned away. In present Chinese societ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ests groups has marked its
unique characters and background. They could be divided into 9 kinds of interests groups: disordering public sectors, undermining
Chinese government’s benefits, acting as compradors, advocating the mechanism of western interests groups, corrupted, bureaucratic,
extremely rigid and conservative by act and words, and splitting our nation. The malaise greatly obstructed reforms, distorting the market
institution, jeopardizing equality and justice, deteriorating ecology for political ruling and challenging security for political regime. To
combat the rise of interests groups, we, in adherence to the fundamental policy for striking, containing and instructing, should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regard it a crucial mission to play the government’s role so as to reinforce and modify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 as the major measure and prop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s the final cornerstone.(Cheng En-fu and Zhan Zhi-hua)
A Brief Analysis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 propped up the cultural education undertakings to a great extent,
successfully pushing forward the largest change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campaign in the 1960s cultural education had thoroughly
wiped out the chronic malaise deeply rooted in the obsolete Chinese culture. The CPC launched Marxist practices and advanced the
cultural education nationwide, elevating general educational level markedly, building up the new social etiquette, broadly heightening
the general moral sense to a higher level, and constructing a favorable atmosphere for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A review of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could enlighten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Cheng Dan-jian)
On the Underpinning of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Coupled with the gradual accomplishment of Chinese
socialism legal system and the systematiz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has developed into a new phase. It is
urgent to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of a legal culture to developing rule of law, and fully recognize the limitation of cultural underpinnings
in current legal system. Against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legal cultures, the pathway and countermeasure for cultivating the rule of law
emphasizes an open-minded attitude and a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atmosphere for legal culture. Besides, we should focus on daily life
issues and naturally foster the culture of rule of law through nurturing and adherence. In addition, we should mould legal pers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tackling various complicated and intertwined relations. The culture for setting a model in public power and civilians ’
rational act should be further implanted into individual awareness while the sense of following the rule should be cultivated 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legal culture.(Xu Rong and Liu A-ying)
The Logic Structure of Marx’s Thoughts on Justice:The distinction of Marx’s thoughts on justice lies primarily in its uncover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justice. However, confining Marx’s insights on justic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urns out to be too narrow and
limited. Marx’s thoughts is an integrated entity composed of his stance, opinions and analytical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n the
entire construction, the fundamental concerns embodied in the Marxist ideology has been rationally deployed as a basic method for
studying Marx’s ideology of justice. Such an ideology is a complete logical entity constituted by his stand for the proliterians, purport to
communist ideologi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pitalist theories and pathway towards objection in a real sense and intention to change
existing issues. The logical structure for the ‘quaternity’ and its basic composition have jointly provided answers to issues like “whose
justice”, “what kind of justice”, “what kind of rationality” and “how to realize them”. The logic demonstrat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intrinsic values in Marx’s ideology of justice, as well as the dual spheres of critical awareness and standardization.(Zhao Hai-ya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Privatization and Market Economy is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Financial Crisis :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es on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financial crisis somehow ignore the fundamental impact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financial crisis enables us to figure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privatization and market
economy is a deep -rooted factor. Since the production surplus from capitalists market economy ferments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instability, voraciousness, speculation, and fraudulence in market economy under privatization would inevitably
bring about financial excess and then evolve into a financial crisis.(Li Ji-guang)
On the Recent Strategic Situation in the US and Schools of Thoughts on China Strategies :A huge debate on ideologies has been
launched since the outbreak of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US, and the crux of debate moved from the concerns about “whether the US is
declining in power” to the exploration on the US future leadership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and then to the reflections on China
strategies. This round of ideological debate comes off in a comprehensive, contemporary and macroscopic way. The consensus reached
might exert influence on the orientation for US’s strategies and plans-especially US’s China strategies-for the next decade or even
longer, which definitely deserves our attention.(Jiao Sh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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