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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阐释

任保平，张 倩

(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巨变。7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理论突

破来推动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在于: 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发展，以生产力进步来加快经济发展，以生产关系

改革推进经济发展，以制度创新激励经济发展，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牵引经济发展，

以现代化为目标带动经济发展，以科技教育的进步助推经济发展，以发展战略的转型指引

经济发展，以国家规划作用的发挥保证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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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转变。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成功道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总结。回

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经济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来推动的。中国

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成就可以用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合来解释。总结新中国 70 年

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以及坚持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

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新中国 70 年我国经济发展道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如下。

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经济发展的成功道路发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社会进步的根

本指导作用，彰显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指导中国经济建设，指引中国经济发



展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就。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不同发展阶段，一代又一代

优秀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将其中国化，使其适应中国的发展现状与客

观生产力条件，从而建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而言

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前

提，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普

遍理论，将其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并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我国的初步建设，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依据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

制度。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通过土地改革、建立国有经济以及统一财政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

施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

南，参考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工业化道路，我国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前提下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

业化战略，初步建立并实施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国家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

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到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推动我

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作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立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 1978 年开始，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邓小平同志

通过学习并改造马克思主义使其适用于中国，提出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阶段的重大理论成果，指导我国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开端，中国走

上了改革开放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初步完成了我

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我国农产品的产量迅速提高，农业飞速发展，

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同时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初步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这同样使得

我国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其他产业转移，对我国工业化建设与城市化发展起到了较强的推进

作用。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走上正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理论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起到了指引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和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阶段的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1

世纪初，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也产生了较多的发展问题，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至关

重要的转型期，中国的经济亟需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而同时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制度与

社会意识形态，为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使中国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我国以习

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现状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国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根据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我国在新时代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

新阶段，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1］( P20) 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

了理论指导，同时指引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

用，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表明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要结合本国的基本国情，拒绝教条化

的马克思主义，走适合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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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生产力进步来加快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

我国先进的社会制度，而直接原因则是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适应调整。

1956 年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

需要的矛盾，根据我国基本国情，把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定为方针。这一路线在新中国建立

初期，引领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国民经济的逐渐恢

复过程中，我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对全国经济发展做出规划，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

略，并根据“一五”计划使得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但十年“文革”偏离了

这一路线，这场大规模的内乱使得我国失去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错过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首先，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实行与普遍推广，生产剩余由农民支配的经济激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得我国农产

品产量迅速上升，实现了农业的高速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解决了我国的粮食问题，解放了大量生产

力，在这一阶段，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这也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农村的经济体制

改革初步完成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进行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赋予国有企业一定的

自主权激发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阶段，我

国的轻工业也逐渐成长并实现了高速增长，在 1981 年开始的“六五”计划中，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与提高，多项指标提前两年完成。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生产力解放与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迅

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但也导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进一步失衡，产生了社会

发展滞后、经济发展超前的经济偏热现象。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2］。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

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习近平同志在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提出了保护

生产力的新理念，生态环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保护与发展更非不可兼得，相反，二者存在相互促进

的良好关系，可持续发展才是符合当代人民与后代人民利益的基本发展战略。早在 2005 年，习近平同

志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先进性理念，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更是提出了保护生产力的科

学理念，为我国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理念，指导我国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强调在发展过程中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

转变［3］( P11) ，这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近年来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逐渐向均衡

化与充分化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给予了高度重视，开始重点解决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这使得我国逐渐走上了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以生产关系改革推进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加快了经济发展，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态的变化及其

阶段性特征，我们不断对生产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生产关系也在改革的基

础上不断自我完善，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而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与生产力的三个发展阶段

相适应，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有步骤地

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4］( P111) ，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

公有制，同时又通过国有经济的建立实现了我国经济的恢复与初步发展。面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中

央政府采取了国家物资统一调配的政策，以控制当时的投机分子哄抬物价的行为，国营经济拥有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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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价的控制权，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的政策一方面使得我国的社会状况迅速稳定，民心安稳，另一方面

也使政府有了较为稳定的税收来源，财政收支逐渐平衡。同时，我国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建立了初步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

起来并初步发展，我国政府通过计划经济促进了工业化发展，并初步完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建

设，而这一阶段工业化的初步发展也为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基于我国当时的发展状况，我国的经济体制

有必要进行转型发展，由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型。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革，我国发挥

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计划经济体制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了国家经济的迅速稳定，但实践证明，在生产力未达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时，计

划经济存在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的客观缺陷。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

鼠的就是好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只是资源配置的方法，与政治制度无关。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下，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即我国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同时使多种

所有制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充分调动了我国人民的生产积极

性，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劳动热情，进一步释放了我国的人口红利，同时经济的自主性使得我国发挥了劳

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也不断调整优化，而市场的打开也使外资与先进技术不断流入，种

种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的经济起飞。中国奇迹的源泉正是来自于改革开放的生产关系改革。

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此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平

稳”［5］( P1) ，中央政府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发展。从所有制结构角度出

发，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6］( P16 － 17)。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国

企改革不断深化，国企的生产活力与创新热情被激发，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而着眼于经济体制角度，

新时代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先进

理念，通过供需关系的调整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进我国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与经济结构的优化

调整，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2019 年 3 月 5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李克强同志提出，过去一年，通过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的实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供给侧改

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7］。

四、以制度创新来激励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在不同时期进行不同主题的制度创新，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基本经济制

度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通过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创

新来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发展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为中

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与法制基础。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基于我国当时的国情与社会状况，以先进的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就经济体制而言，在本阶段，我国在苏联的影响与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国家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作用，决定

我国资源的配置与分配。就所有制结构而言，1949 年的《共同纲领》中指出，我国应实行国营经济领导

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主要政策为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鼓励扶持合作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

公私合营经济、限制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慎重引导个体经济［8］( P77)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我国实

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我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为例，《共同纲领》提出“耕者有其田”［4］( P11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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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制改革目标，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国的土地改革于 1952 年底基本完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

改造奠定了现实基础。就分配制度而言，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基本分配政策是按劳分配，但在农村人民

公社的按工分分配制度下，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导致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较低，生产效率不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根据我国国情的变化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提出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1982 年邓小平提

出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使得社会主义在我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

平的快速提高。在这一阶段，我国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所有制结构

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强调非公有制经济重要作用;

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的制度创新为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活力，激发了人民的建设热情，也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文化中兼容并包的特色，根据马克思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试点先行的制度改革方法，

不断推进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同时，我国的法律体系也在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完善。面对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社会现象，我国政府通过产权保护政策的不断构建与完善，加强了对我国知识

产权的保护力度。2016 年，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为

企业的科技创新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从而激发了企业的创新热情，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显著

的正面影响。而面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失衡现象，我国政府采取了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以应对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为我国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牵引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来牵引经济发展。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前提条

件，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正是工业化直接导致了人才的聚集从而推进了城市的发展壮大，而城市化

同样从提高社会需求等角度反作用于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不断发展使得我国的

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且工业化以国家工业化为主。通过

1953 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定稿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道路［9］( P77)。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作为主导力量，模仿苏联的工业

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并取得了较大成

效，以“一五”计划的完成为标志，重工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为适应优

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我国长期实行了城乡二元体制，采取了相互隔离的城乡户籍制度，导致城镇化发

展被大大限制，甚至出现了两次“逆城镇化”的违背发展规律的现象，导致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镇化

严重滞后于工业化［9］。

改革开放初期仍然坚持工业化为主的战略，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市场化的不断发展，

同时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也使价格逐渐发挥其在市场中的引导作用，各要素资源在价格的引导下进入更

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在此基础上，我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巨大优势，推进了轻

工业的快速发展，这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平飞快提高，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在满足我国居民对物质生

活需求的前提下，实现了工业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放松了对国有企

业的管制，促进国有企业的竞争动力提升，激发其创新活力，对我国工业化的创新型发展起到了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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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作用。在这一阶段，我国的轻重工业均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我国逐步由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城市化发展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期，我国逐渐

实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二者的增速差距逐渐减小，较好地发挥了工业化与城

市化相互促进的作用［9］。在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城市化反哺工业化的作用机制下，我国的经济进入了

高速发展期。

一方面，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发展的转型，我国面临产业转型的严峻

问题，必须推进高质量的工业化。因此，政府鼓励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产业转型路线，即走以创新

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新时代以来，我国工业化仍存在区域间不均衡不充分的客观问

题。从全国范围角度出发，我国东中西部由于其地理差异等原因，工业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对此，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正是针对于共同

富裕问题的解决方案; 从城乡发展一体化角度出发，我国的城乡工业化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对此，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要通过“推进农业人

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从而推进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即

通过推动城市化发展从而推进工业化的均衡化发展更加均衡。面对新时代的来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渐走上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道路。

六、以现代化为目标带动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行不同主题的现代化，以现代化为目标推动社会进步，

带动经济发展。现代化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与客观趋势，其概念内涵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或先

进方法的引进，更是包含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动态改进过程。

计划经济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

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现代化目标，后又不断改进调整。在 1964 年我国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

现代化的目标指导下，我国的工农业等产业不断发展进步，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实

现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继续坚持以四个现代化作为目标指导，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

平同志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10］( P226) : 第一步的基本目标为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已基本实现; 第二步，实现总体小康的发展目标，这也于 1995 年提前完成; 第三步，

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即达到全面小康阶段。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

现了我国进入“小康型”社会的基本现代化目标，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将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全面小康作为新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新时代以来，我国以全面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同时，在信息化快速发展、“互联网 +”产业不断推

进的潮流中，我们更加重视信息化对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促进意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新四

化”概念，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并在五到十年内实现“新四化”。随着数字经济

的不断发展，信息化已经成为与我国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同时，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基

石，应跟随时代潮流，通过结合信息化与工业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技术

手段对市场需求做出精准预估，从需求角度促进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现

代化两步走战略，第一步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 2035 年到本世纪

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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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科技教育的进步助推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致力于以科技教育来助推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不断促进科学技术

的发展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以教育的发展培养人才，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双管齐下的科技教

育政策使得我国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力资本水平逐渐提高。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出发，1949 年以后

的六年中，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仅 21 万［11］( P164) ，而 2018 年我国当年的高校毕业生达到 820 万人，由此

可见新中国 70 年来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升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

条件，更是发展的重要内涵，或者说国家的发展必须包括国民素质这一指标，只有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我

国才能将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红利”，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基础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着眼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推进

了扫盲工作的开展与基础教育的全国性普及活动，在扫盲工作和基础教育普及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在 1956 年的中共八大中，刘少奇、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文教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

要地位，提出争取在 12 年内分期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但十年“文革”偏离了这一路线，这次“左”倾错误

使我国的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我国的基础教育普及中断，从而错过了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机遇。在

科技发展方面，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内忧外患，我国对军事科技的力量给予了较强关注，在众多

爱国科学家的努力下，我国成功自主研发了“两弹一星”，这是我国拥有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前提，更进

一步推进了我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一方面，随着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

的迅速恢复，我国的国民教育重新走上了正轨，从基础教育的普及角度出发，2001 年我国实现了基本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一战略目标，2011 年我国全面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任务。我国基础教育

普及工作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动了经济的

发展。在 1995 年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基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党和

政府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次年，该战略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并为鼓励科技教育进步从而推

进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从科技水平的角度出发，改革开放带来了外资流入与先进

技术的引进，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利用后发优势，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选择适应本国国情的产业与技

术，从而推进了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

进入新时代以来，从基础教育的角度着手，我国的义务教育已达成全面普及的目标，在这一基础上，

我国义务教育正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出发，我国正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

育转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同时，政府通

过不断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在政策上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

作用，使得我国的生产力不断发展。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也为我国的生

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从培育我国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两方面引导推进我国经济

发展新动能的转变。

八、以发展战略的转型指引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促进了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

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指引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规划。或者说，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发展战略的转轨，

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12］( P33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的发展战略

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赶超战略，其主要内涵为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国有经济为主导，让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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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增长。一方面，这一战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了引领我国重工业发展，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与工

业体系初步建立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重工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经济

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并通过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建立，提高了我国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得我国

能够继续独立自主发展。另一方面，这一发展战略与我国的资源优势相悖，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利于我国

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对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造成了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追赶战略，基于后发优势，我国在学习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当

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要素丰富、资本要素相对短缺的客观现实，通过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本

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了我国广大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并在提高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

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通过追赶战略的不断推进，价格的扭曲现象逐渐恢复，价格在市场中

的引导作用被激发出来，我国的经济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而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的高速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通过向质量效益战略转型，在新常态下我国逐渐由数量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转变为

质量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国家对创新给予了高度重视，鼓励企业以自主创新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

化。新时代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面对信息化发展的潮流，我国在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电子商

务等多方面实现了“弯道超车”，并在多个高新技术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目前，我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给予了较强关注，鼓励与支持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创新，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

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在新一轮的时代发展潮流中，面对复杂的全球发展形式，我国有

信心在质量效益战略的指导下实现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九、以经济发展规划作用的发挥保证经济发展

发展规划就是发展的战略规划，是指一个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总谋划

和总方针。“经济规划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政府有意识地周密尝试，旨在跨期协调长远经济决策的制定，

影响、指导，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控制一个国家的基本变量( 收入、消费、就业、投资、储蓄、出口、进口等)

的水平和增长，从而实现一系列预先设定好的目标。简单地来讲，一个经济计划就是给定时期所要达到

的一套特定的量化经济目标，并采用国家化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13］( P208) 从 1955 年始，我国开始五年

规划的实施，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实施保证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

行路线规划与目标指导。五年规划作为我国对未来五年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道路规划，是在深入研究本

国国情，吸取群众意见基础上的国家智慧的凝结，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我国国情建立的阶段性战

略规划，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目标规划与发展格局统筹。

“一五”计划作为我国首次编制的全国性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于 1951 年开始编

制，经历多次修改，于 1955 年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在这一

五年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完成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国家重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一五”计划期间

也是改革开放前的近 30 年内，我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但遗憾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

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后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一五”计划后的五年计划在规划与实施上都产

生了较多问题，在这一阶段，五年规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划与有力保障未得到完备的规划与正

确实施，改革开放前的几个五年计划没有发挥其应尽的作用。而改革开放开始后的“六五”计划，作为

“一五”计划后第一个较为完备的规划，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并取得了较大成就，规划目标大部分提前超

额完成，自此，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正轨，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保障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战略规划。

目前，新时代的总体发展规划主要体现在“十三五”规划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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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在新常态下逐渐走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的总体发展规划在发展目标上要全面体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规划发展任务上，要着力

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14］; 在规划发展时序上，要切实对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

略安排; 在发展外部环境上，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保开放条件下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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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7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Political Economy

ＲEN Bao-ping，ZHANG Qian
(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s Develop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70 years，China's economy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from standing up to
becoming rich to becoming strong． Every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70
years has been promoted by major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70-year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New China
are as follows: gui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ccelerating economic devel-
opment with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ity;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reform of production rela-
tions; stimul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a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boos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directing economic de-
velopmen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ns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playing the
role of national planning．
Key words: the past 70 years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econom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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