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认识过程、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向＊

王维平　牛新星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７３００００）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中国共 产 党 对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探 索 经 历 了 艰

辛的认识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与前进、改革开放时期的奠基 与 转 型 到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时 期 的 建 立 与 完 善

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地走向了成熟与完善，最终确立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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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相 结 合 的

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经 济 新 常 态 下，加 快 构 建 高 水 平 的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济体制，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构建职权明确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建设更高水平

的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进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推动经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实 现 经 济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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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对中国共产

党而言，是在不断变革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其主要经历了探索、发展、成熟、完善四个历史

时期，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体系，党作为这种体系的历史

首创，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形成奠定了体制基础。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和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

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稳定型的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建设中的历程，总结建设中的基本规律、成就与经验，对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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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

经济体制是指一国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建立起来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的发

展，市场经济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形式和规定，同样，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市场

经济实现的标准也会截然不同。随着人、自然、社会关系的演变，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完善，不仅

成为人类文明前进的 共 同 标 志，而 且 体 现 为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的 共 同 成 果。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作 家 认

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

的科学”。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市场文明的考察是以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相互流动作

为一个整体，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其主要表现为：其一，劳动、技术、资本、土地、管

理等生产要素和劳动产品、商品等社会经济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资源配

置就是要解决这一对矛盾。其二，迄今为止，资源有市场和计划两种配置方式，其中市场配置是起

着基础性作用———较为有效、较为合理、较为经济———的配置方式，计划配置只能是补充和对长远

发展与发展风险的战略性应对。其三，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引起价格变动、自

由地配置资源。市场关系是由无数商品生产者合乎理性利益追求形成的，没有任何一种办法能了

解千千万万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支付函数和需求变动，只能靠他们符合规定的市场选择行为，
这就是市场配置的必 然 性 所 在。其 四，市 场 经 济 的 本 质 就 是 以 市 场 作 为 配 置 资 源 基 本 方 式 的 经

济，它从小商品经济走来，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最终成熟。它反映的是一种交换形式或方式，和某种

社会经济制度没有取舍关系，只有结合关系。其五，历史表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局限性在于

商品经济不发达，一些落后国家之所以经济停滞不前，就在于排斥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体制不完

善。其六，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是当代世界的一种“效率型”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整个资本主义的发

展和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落后国家的崛起，都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发展中得以深化，市场经济与社会

主义制度相结合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有着前无古人的至关重要意义和作用。随着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走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使命愈加凸显，即遵循它的规律，发挥它的

优势，扬弃它的弊端，修补它的短板，从而为认识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开辟新境界。

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过程

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基于我国不同时期国情、生产力

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规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过程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回顾和总

结这四个时期，在深化认识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国内外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顺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将

我国有限的社会生产资料集中起来，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

业体系的建设、综合实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９５６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陷入“沼泽”。面临“苏联模式”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并在探索中

不断前进，明确提出了“以 苏 为 鉴”、“走 自 己 的 路”，这 对 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 设 道 路 的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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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党在八大前后开始突破苏联模式，对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改革。毛泽

东在１９６０年６月的《十年总结》中谈到，我国“从１９５６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

的路线”。这种路线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新模式的探索，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创新提供了新

的经验，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至此，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了艰辛的探

索，与此同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

主义”。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在保证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主体地位下，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可以

得到适当发展，同时支持竞争。二是处理好各方关系。不仅要处理好国家统一调度与地方灵活生

产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生产单位与个人的关系。三是经济计划要符合客观规律，最主要的原则

是保持相对平衡的计划和实现综合平稳的发展。四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尊重和

利用价值规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我国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极端落后的

生产力水平和极端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不仅改变了国内的条件，
而且使得国际环境得以改善；不仅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而且使得经济社会得到发展，从而为改

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二）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的探索

１９７８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并决定将党的工作

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其重点问题是厘清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打破原有意识形态的束缚。
通过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验总结，同年底，邓小平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

集中。”但同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这种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为标志，党中央在尊重价值规律的前提下，开启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历程。邓小平曾指出：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共中央随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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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好转，１９８２
年，党的十二大提 出，“计 划 经 济 为 主，市 场 调 节 为 辅”是“经 济 体 制 改 革 中 的 一 个 根 本 性 问 题”。

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在计划与市场相协调中发展经济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

行模式。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

手段”。从这一 科 学 论 断 可 以 看 出，邓 小 平 科 学 地 回 答 了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的 问 题，消 除 了 姓

“资”、姓“社”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我国发展经济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在这一阶段，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重要的里

程碑。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
强调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需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效力，通过市场和

价格之间的涨落引起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供需平衡，调节资源的流向，使整个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

置，激活各方面的积极要素，同时，市场也有自身的弊端，需要更好地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 用。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加快改革和开放的全球视野，打造“开

放型经济”。１９９５年９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要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１９９７年９月，根据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党的十五大，创新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

论，补充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提出了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模式。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六

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 功 能，完 善 政 府 社 会 管 理 职 能，建 立 更 加 公 平、高 效 的 市 场 机 制。党 的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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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一步提出了扩大市场机制，促进各行各业的公平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使得整个市场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实现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功能，
建立了要素市场，这是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具有重大的历

史意义。
（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国的经济持续向好

发展，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经济体制改

革的核心问题，对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重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这说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认识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改革

中发展。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二

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和改造原有贸易壁垒和垄断，创造更加公平、合

理的竞争体系，着力推动各方要素市场全方位发展。三是增添国有企业活力，创建完善的创新激

励体制，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改革新模式。
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不断探索中前进、不断奠基中转型、不断完善中成熟、

不断深化中发展，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

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党在这一认识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找准了自己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中的应用，是马克思

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多方面作了论述，对其核

心思想和重点问题的把握，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内在要求，从而为实现经济稳中有进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

基于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作了新概括，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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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
绝非偶然，而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实践与认识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经历了从摸索前行到水到

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民情、体制、制度深刻把握的基础

上，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得到提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完善。
（一）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提升与完善

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三部分，
三者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理论贡献在于完善

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中所有制制度决定了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是根本性的制度

要求；分配制度保障了所有制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关键性的制度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影响

了所有制制度和分配制度，是条件性的体制要求。三者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利于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正确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适当关系，按劳分配和按

生产要素分配之间的比例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重关系。一方面体现了所有制关系与分配体

系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对所有制关系与要素参与分配的载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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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启了新篇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已经发

育的身体比身体细胞容易研究些”。以从后思索的方式，完善和深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制

度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共产

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心与使命。
（二）发挥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得到了充分

的发挥，进而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将制度优势转变为经济效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市

场经济体制增添新动能。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也为所有制关系的实现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之上，有利于巩固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从所有制关系来看，马

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所有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消亡的理论，这种所有制称之为“个人

所有制”，不仅要求劳动者充分占有社会生产资料，而且体现为劳动者不局限于劳动分工。在现有

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公有制的实现只能是平等拥有生产资料基础之上，企业以各自的结合劳动为

基础，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成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实现载

体。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有效对接与融合，对国有与非国

有企业的整体发展和态势稳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利于国

有制经济的稳固与国有资本潜能的发挥，而且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创新竞争与增强抗风险能力，能

够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市场体制是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构建

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最

理想的环境就是，消耗最少的力量，在适应人的本性条件下的发展。因此，要实现市场之间的交换

就需要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产权法规与竞争机制，进而实现市场要素的合理配置。一方

面，要保证各种要素市场的合理流动，提高质量，满足市场配置所需的条件；另一方面，根据土地、
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的不同，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对各种要素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释放出各

要素配置自身的经济效能。同时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消除各种隐性障碍，为各类市场主

体参与公平竞争提供良好的条件。再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我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优

势，“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其中主要体现为：一是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着总览全局、协调整体的作用；二是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

效并举的措施，前者既是后者的前提与保证，又能同时突出两者之间的优势，进而从整体上为经济

社会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强调了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现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和经济治理能力上的威能，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转化为经济治理效

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实现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体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优势向经济治理效能的转化，关键在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贯彻。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向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这在理论上表现为对市场机制和运行

规律给予充分的承认和给予最充足的空间，承认配置资源的是公平竞争、地位平等的经济主 体。
这就要求政府彻底转变职能，相信市场的力量，让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活力充分发挥，让各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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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资源充分涌流，政府则实现服务型转型，为各经济主体提供政策、法律、计划和应急调控的服务，
让权利干涉让位于规律贯彻，让闲不住的手变为帮一把的手。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影响和

干预，使资源配置去行政化，从而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和市场效率最优。另一方面，实现治理效能转

化的突破点在于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习近平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

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既需要有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也需要有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变革的大背

景下，探索先进技术的研发，融合创新体系，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我国

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是新时代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使命与担当。

四、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指向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重点问题与方法论。２０２０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意见》的发布，进一步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明确的思路。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必要前提，这也是我国经济发

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不协调、贫富差距悬

殊，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

益，自觉认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是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也是新时代实现市场资

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要求，但市场由于固有的缺陷，市场秩序除了看不见的手，还需要看见的

手。习近平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对经济发展的领导地位集中体

现在“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上”，能够以辩证的思维看待经济发展中的一切问题，能够以发展的眼

光战略性地把握全局，通过国家机构的改革和充分发挥有为与有限政府的职能，完善各项市场制

度，提高法制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向前的助推者。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坚持人民的主

体地位，就是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生活、维护人民的尊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实现资

源的共享，在合作共赢中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创造美好生活。换句话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

样，不仅能够保障良好的市场环境，而且有利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不仅能够充分激励市场，而
且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仅能够促进要素的活跃流动、市场的规范调节，而且有利于基

层群众的帮扶，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三）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市场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和机遇，面对着国内经济新常态的境况，需要新的思维去

应对，新发展理念就是这样的新思维、新思想、新思路。新发展理念阐明了影响发展的内在因素，
揭示了谋求发展的逻辑关系，聚合了促进发展的系统要素，整合了制约发展的各种环节，昭示了发

展过程的问题所在，引导了竞争发展的价值判断。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内容，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的结晶，也是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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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原则。在新发展理念引导下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就要做到：其一，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抓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二，积极推进

创新驱动战略，加强协同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提升关键环节、领域、产品的保障能力；其三，通过

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同时使国内大循环更加通

畅，质量更高；其四，强化反垄断措施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掌控资本逻辑的

无限制冲击；其五，主动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扩大开放，构建更为包容、普惠、互利、共赢

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为我国和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共享性和普惠性的经济发展机遇；其六，全

面深化改革，通过混合经济改革，提升公有经济活力，通过分配领域改革，缩小分配差异，使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更有活力。
（四）构建职能明确的政府与市场的协调运行机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各国之间的政府与市场也随之变得

密不可分。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将市场

和政府两方面的优势都要发挥好；另一方面，明确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职能和范围。我国政府的职

能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政府就要发挥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

会管理等各项职能，减少政 府 的 直 接 支 配 和 干 预，推 进“放 管 服”职 能 的 转 变，激 发 市 场 主 体 的 活

力，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次，着力构建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市场体制环境。
一方面，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激发各类微观主体

的活力与创造力，保护其合法权利。再次，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实现经济发

展的前提，这就需要政府和市场双管齐下，宏微互补、长期结合、统分协调的发展。
（五）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起点上，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以更加开放的

视野对接高标准的国际市场规则体系，抓住国内外发展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提

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方面，继续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开放体系。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更加开放的格局、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高地建设，促进各类要

素主体的发展，扩大经济增长的空间，提高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健全政策的保

障体系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习近平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维护完善我国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构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体系，不断实现国内外

产业链之间的有效衔接，加大核心技术的攻坚克难与优势互补，在国际国内有效对接中，实现多边

贸易往来，促进各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证明了中国共

产党坚强的领导力、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和实现现代化治理能力

的决心。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有利于我国经济效能的转化和现代

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构建更高水平、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和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６４．
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０－５－１９（１）．
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５３．
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９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１３．
５．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７０．
６．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４５．
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１．

—３２—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　



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Ｍ］．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１１．
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７２．
１０．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８９．
１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５１３．
１２．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１．
１３．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１８．
１４．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８．
１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５．
１６．顾海良．基本经济制度新 概 括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发 展［Ｊ］．毛 泽 东 邓 小 平 理 论 研 究，２０２０

（０１）：１－７＋１０７．
１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２４８．
１８．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方向［Ｎ］．金融时报，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１９．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３０．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ｐｉｎｇ　ＮＩＵ　Ｘｉｎ－ｘ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７３０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ｔｏ　ｂ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ｆｉｎ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　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ｔｏ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ｓｔａｔｕｓ，ｂｕｉｌｄ　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ｎｅｗ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ｎ　ｏｐ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ｕｓ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４２—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