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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毛 强

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 启动和推进 ， 邓 小平对 中 国 经济体制 的 思考逐渐深入 。

在他的领导下 ， 中共 十二届三 中全会通过 《 中 共 中 央关 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 决 定》 ，
围

绕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 ， 总结新 中 国 经济建设的 经验 ， 提 出 了 一 系 列新理念新措施新

要求 ， 成为我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济体制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 纵观 中 国 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 史进程 ， 这份重要文献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 济体制 改革 的先声 ，

堪称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
“

初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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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０ 日
， 中共十二届 三 中全

会通过 《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下文简称 《决定 》 ）

？
， 明确提出

“

发展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
”

的方针政策 ， 启 动了 以城市

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
３ ０ 多年的实践证明 ，

这份重要文献是我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济体制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 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 在 《决定 》

的起草制定和贯彻实施 的过程 中 ，
发挥 了重

要作用 。 他称 《决定 》 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

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

， 也给予这份重要文献

准确的历史定位 。

一

、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是探索 中 国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 、 恩格斯
一

贯认为 ：

“

马克思 的整

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 而是方法 。 它提供 的不

是现成 的教条 ， 而是进
一

步研究 的 出 发点和

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

”
？
但是 ， 在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 中 ， 常常 出现割裂或肢解马 克思主

义的现象 。 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个突出体现 ，

就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断 ，

（ 北京１０００９ １ ） 。

简单地认为计划 、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

代名词 ， 特别是将国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

的本质要求 。 列宁在十 月 革命后 ， 汲取
“

战

时共产主义
”

的 经验教训 ，
正视 当时俄 国小

农占 大多数 的 实 际情况 ， 实行
“

新经济 政

策
”

， 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斯大林建立的高度

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 ， 在特定历史条件

下使苏联迅速脐身于工业强 国的行列 ，
因而

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的模式 。

新中 国成立后 ， 在各方面建设 中取得 了

很大成绩 ， 但以效仿斯大林模式为标准 ， 出

现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 管理体制高度集 中 、

官僚主义严重等 问题。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４ 日 ， 毛

泽东针对这些弊端 ，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

出 ，

“

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

， 把马克思 主

义基本原理同 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 我们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

地实现了这种结合
”

，

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 现

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我们要进行

第二次结合 ， 找出在 中 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
”

。

？

中国共产党
“

以苏为鉴
”

，
把马克思主义
—

１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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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运用于 中国具体实际 ， 在建设社会

主义的探索 中取得了 良好开端。 例如 ， 毛泽

东基于深人的调查研究 ， 在 《论十大关系 》

中提 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
，
包括 ：

调整经济计划
，
解决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 ； 完善经济体制 ， 理顺国家 、 生产单位和

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
在

中国八大上 ， 陈云就经济体制问题提 出
“

三

个主体 ，
三个补充

”

的重要观点 。

“

三个主

体
”

是 ：

“

国家与集体经营
”“

计划生产
”

“

国家市场
”

；

“

三个补充
”

是
“
一定范围 内

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
” “

按照市场变化而在 国

家计划许可范围 内的 自 由生产
”“

一

定范围 内

国家领导的 自 由市场
”

。

？
然而 ，

“

左
”

的错误

在 １９５７ 年后逐渐发展 ，

“

大跃进
”

和追求
“
一大二公三纯

”

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经济建

设带来了惨痛后果 。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 经

济管理体制僵化 ， 主要 比例关系 长期失调 ，

导致国民经济建设的困难 日益严重 。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后 ， 推动经济体制改

革 ， 特别是改革僵化 的经济管理体制 ， 成为

人们的共识 。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
全国计划会议提

出经济工作 的三个转变 ： 把注意力转到生产

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 ；
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

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的科学管理 的轨道

上来
；
从闭关 自 守或半闭关 自 守状态转到积

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 利用 国外 资金 ，
大胆

进人国际市场 的开放政策上来 。
１ ０ 月 １ １ 曰

，

邓小平在 中国工会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鲜

明地提出 ：

“

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

上的重大改革 ， 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 、 组织

上的重大改革 。

”
？

１２ 月 １３ 日
，
邓小平在中央

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着重谈了放权问题 ，
指出 ：

“

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 ， 应

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 ， 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

国家 、 地方 、 企业和劳动者个人 四个方面的

积极性 ， 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 的经济管理和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应该让地方和企业 、 生产
—

１ ２０
—

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 自 主权。

”
？
他还告诫全

党 ：

“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 我们的现代化

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

”
？

十
一

届三 中全会作 出把党和 国家的工作

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实行改

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 开始 了 中 国从
“

以 阶级

斗争为纲
”

到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 从僵化半

僵化到全面改革 、 从封闭半封闭 到对外开放

的历史性转变 。 随后 ，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

农村取得成功 。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 ，

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 ，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

的积极性 ，
使农业取得连年增 产 ，

农产 品 日

渐丰富 ， 农民收人大幅增 加 。 与此同 时 ， 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 ， 如实行政企分

开 、 扩大企业 自 主权 、 发展多种 经济形式 ，

也见到成效 。 但相较于农村改革
，
城市经济

体制总体上仍然是计划经济那一套 ， 条块分

割 、 企业效率低下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

农村改革的发展 ，
也迫切要求城市更好满足

农村对农业生产资料 、 工业 日 用 品 和科技 、

资金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 。

如何深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
进而推动

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 成为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

题。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 ， 国务 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

立经济体制改革 、 经济结构 、 技术引 进 、 经

济理论与方法问题四个小组 ， 在广泛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 ， 于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起草了 《关于经

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 。 参加

《决定》 起草工作的谢明干回忆说 ， 邓小平得

知
“

有这 么
一 个素材 性 的 稿 子就说 ，

可 以

‘

披头散发
’

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 。 于是这

个稿子就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议论 ， 大家认

为其基本思路对头 ，
但方案还不成熟 ， 因此

当时未定下来 。

” ？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

，
国务院为加强

经济体制改革 的研究与部署 ，
又专 门成立 了

体制改革办公室 ， 负责起草 《关于调整时期

的改革意见 》 ， 于 １ ９８２ 年 ２ 月 定稿为 《经济

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 》 。 这两个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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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 ， 都强调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

结合 、 扩大企业 自 主权等政策 ， 促进 了 当时

的改革 ， 也为后来起草 《决定》 作了铺垫 。

二
、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关键是破解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 ，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之初
，
邓小平就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 。
１９７９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

他在会见美 国不列颠百科全书 出 版公司编委

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
，
明确表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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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主义为

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

主义 。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 主 ，
也结合市场经

济 ，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

”？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他在 同 国家计委负责人谈

“

六五
”

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进一步指出 ：

“

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 比较 ， 它 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

到全国
一

盘棋 ， 集 中力量 ， 保证重点 。 缺点

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 ， 经济搞得不活 。 计划

与市场的关系 问题如何解决 ？ 解 决得好 ， 对

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 ， 解决不好 ， 就会糟 。

” ？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 十二大提出 了 中 国经济改

革的基本原则 ： 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 ， 正

确处理中央与地方 、 企业 的关系 ； 坚持国有

经济的 主导地位 和多种经济形式同 时并存 ；

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 ， 市场调节为辅的原

则 ； 坚持在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

技术交流 。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明确

规定 ： 在所有制结构上 ， 规定
“

社会 主义经

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

，

“

城

乡劳动者个体经济
，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的补充
”

； 在调节体系上 ，
规定

“

在社会主义

公有制基础上 ， 实行计划经济
”

，

“

国家通过

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

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

。

经过
一

番思考之后 ， 邓小平决定将城市

改革作为十 二届 三 中 全会 的 主题 。 据参加

《决定 》 起草工作 的高尚全 回忆 ，

“

全会召开

前 ， 对于会议究竟要 以什么 内 容为主 ， 邓小

平说最理想 的是要搞一个改革 的文件 ，
十一

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 、 经济上都起了很

好的作用
，
这次三 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

文件 ，
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 巨大的鼓舞作

用 。 他说就搞这个文件 ， 别的不搞了 。

”
？
根据

邓小平 的 意见 ， 中 央成立 了 领 导小组
，
从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开始组织力量起草文件 。

１ ９８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邓小平向全党提 出 ：

“

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 城市改革不仅包括

工业 、 商业 ， 还有科技 、 教育等 ， 各行各业

都在内 。 总之 ， 我们 内部要继续改革 。

”
？

ｌ〇

月 ２ 日
， 他对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 、 李政道

等人说 ： 即将召 开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 ，
主题

是城市改革 。

“

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

始 ， 这次则是全面改革 ， 包括工 业、 商业 、

科技 、 教育等
， 范围很广 。 改革是很迫切 的 。

因为农村政策见效 ， 农 民好起来 了 ， 如果城

市不进行改革 ， 就会妨碍农村继续前进 ， 城

市也满足不 了 占我 国总人 口 百分之八十的农

民的需要 。 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 气 。 农村

改革说明 ， 城市改革不但必要 ， 而且相信会

成功 。

”？
ｌ〇 月 ６ 日 ， 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

济合作问题讨论的全体代表 时进一步指 出
，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 主题就是
“

城市和整个经

济体制的改革
”

，

“

这意味着中国将 出现全面

改革的局面
”

。

“

由 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 ， 可

能会出些差错 。 但这影响不 了大局 ……十二

届三中全会将在中 国 的历史发展 中写上很重

要的一笔
”

。

？

确如邓小平所料 ，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 并被实践证 明

在历史上写下重要
一

笔 。 全会通过的 《决定 》

强调
，
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 的 自 我完

—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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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
改革 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 中 国特色

的 、 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社会主义经 济体制 ，

并据此提 出
一 系列新理念新政策 。 其 中 ， 最

富有创造性的论断 ， 就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

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 的传统观点 ， 确认我 国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 制基础上 的有计划商 品

经济 。 《决定 》 鲜明地指出 ， 充分发展商品经

济 ， 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 的 阶段
，
是实

现我国现代化 的必要条件 。 并 明确指出 ： 城

市是工业生产 、 建设和商品流通 的主要 的直

接承担者 ，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

步的主导力量 。 城市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

力 ，
对于 中 国经济的全局和 国家财政经济状

况的根本好转 ， 对于 ２０ 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

值翻两番 的奋斗 目标 的实现 ， 是
一个关键问

题 。 增强企业 的活 力 ， 特别是增强全 民所有

制 的大 、 中型企业的 活力 ， 是 以城市为重点

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 中心环节 。

在所有制的结构上 ， 《决定》 指 出集体经

济是
“

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个体

经济是
“

社会主义经济必要 的有益 的补充
”

。

要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和多种经 营方式 ，

要为集体 、 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 ， 创造

条件 ， 并给 予法 律保护 。 这 就 突破 了 过 去
“
一大二公

”

、 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的框框 。

此外 ，
在政企关系 、 经济结构 、 价格体

系等问题上 ， 《决定 》 都提出 了 明确的方针政

策 。 在政企关系上 ， 强调
“

所有权 同经营权

是可以适当分开的
”

， 反对政企不分 ，
要求按

照政企职责分开 、 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 ，

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 ；

在经济结构上 ， 反对条块分割 ， 要求按照扬

长避短 、 形式多样 、 互利互惠 、 共同发展 的

原则 ； 在价格体系上 ， 要求按照等价交换 的

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 ， 调整不合理的 比价 。

《决定》 通过后 ， 在 国 内 外引 起强烈反

响 。 那么 ， 《决定 》 何以成功呢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邓小平在 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

１ ２２
—

深刻指出 ， 《决定》 好就好在
“

有些是我们老

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 有些新话 。 我看讲清楚

了 。 过去我们不 可能写 出这样的文件 ，
没有

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 这样 的文件 。 写 出

来 ， 也很不容易通过 ， 会被看作
‘

异端
’

。 我

们用 自 己 的实践 回答了新情况下出 现 的一些

新问题 。

”
？
尽管他谦虚地表示 ，

“

现在外 国报

刊都是讲我在 里边起 了什么作用 。 有作用 ，

主意出了
一

点 ， 但主要的工作 ， 繁重的事情 ，

是别的同志做的 。

”

《决定》

“

这个文件 ， 我没

有写
一个字 ， 没有改

一个字…… 不要宣扬我

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

。

＠但 《决定》 的

基本思想 ， 充分贯彻 了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讲话精神 。

实际上 ， 在 《决定》 的起草 中 ， 邓小平

也给予了重要指示 。 １ 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 《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 问题 的决定 》 第七稿 的 电话意见 ：

文件看过 了 ，
写得很好 ， 政治局会议我就不

参加了 。

＠
由此可见 ， 邓小平对文件起草工作

比较满意 。 随后 ， 邓小平对 《决定 》 送审 的

第八稿批示
“

同意
”

。
１０ 月 １０ 日

， 邓小平在

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总理赫尔穆特 ？

科尔

时指出 ： 十二届三中全会
“

是
一

次很有特色

的全会 。 前
一

次三 中全会重 点在农村改革 ，

这
一次三 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 ，

包括工

业 、 商业和其他行业 的改革 ， 可 以说是全面

的改革 。 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 ， 其

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 ， 对内把经济

搞活 ， 对外更加开放 。

”
？

三 、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深化了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深刻指出 ：

“

把

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 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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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

出的基本结论 。

”
？
遵循这个指导思想 ，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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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 ，

强调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 国

实际结合起来 ， 按照建设有中 国特色 的社会

主义的总要求 ，
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

济 、 对外实行开放 的方针 ， 加快 以城市为重

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 从而更好地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在邓小平看来 ， 《决定》 解释了什么 是社

会主义 、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

题
，
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 究其原因 ， 关键

在于他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
一

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 。 在 １ ９９２ 年南

方谈话中 ， 邓小平更是从社会主义本质 的高

度指出生产力标准的重要性 ：

“

解放生产力 ，

发展生产力 ， 消灭剥削 ， 消 除两极分化 ， 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 。

” ？

其实 ， 早在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 ， 邓小平就针

对
“

包产到户
” “

责任到 田
” “

五统一
”

等问

题指出 ：

“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

恐怕要采取这样
一

种态度 ， 就是哪种形式在

哪个地方能够 比较容易 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

农业生产 ， 就采取哪种形式 ； 群众愿意采取

哪种形式 ， 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
不合法的

使它合法起来 。

” ？
１ 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 １ 日 ， 邓小平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
一

步指出 ：

“

我们制

定的方针 、 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
有利

于实现工业 、 农业 、 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 。

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 ， 要看我们能不能

发展生产 力 ， 能不 能 比较快地实 现 四个现

代化 。

”？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
邓小平对经济体

制 、 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生产力关系 的认识

更加深人 。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 ５ 日
， 邓小平会见几

内亚人民革命共和 国总统艾哈迈德 ？ 塞古 ？

杜尔 ， 在向客人介绍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经

验教训时说道 ：

“

根据我们 自 己 的经验 ， 讲社

会主义 ， 首先就要使生产力 发展 ，
这是主要

的 。 只有这样 ， 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 ， 归根到底要看生

产力是否发展 ，
人民 收人是否增加 。 这是压

倒
一切的标准 。

” ？
１ ９８ ２ 年 ４ 月 ３ 日

， 邓小平 同

胡乔木 、 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

“

这几年实行 的

对外开放 、 对 内搞活经济 的政策 ， 是有成绩

的 。 我们要 不断研究新情况 、 解决新问题 、

寻找新办法 、 制定新制度 ， 使整个 国家的各

种体制越来越完善 ， 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能够顺利进行 。

”
？

基于上述认识 ， 《决定》 明确提出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的 、 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 ， 促进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 。 也正 因

为如此 ， 邓小平在十二届三 中全会通过 《决

定》 时 ， 即席发言指出 ，

“

这个决定 ， 是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

合的政治经济学 。 我有这么
一个评价 。

”
？

ｌ〇

月 ２２ 日 ， 邓小平出席 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时再次高度评价 《决定》

“

写出 了
一个政治经

济学的初稿
”

， 是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

。

？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７ 日 ， 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也

高兴地说 ：

“

去年 ， 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 。 全世界都在评论 ， 认为这是 中国共产

党的勇敢的创举 。

” ？

《决定》 的通过 ， 解放 了人们的思想 ， 调

动了人们 的积极性 ， 激发 了人们 的 创造力 ，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 到 了 历史性作用 。

它的
“
一

些重要的改革理论特别是改革的 方

法论思想 ，
至今仍有 其理论价值 和现 实 意

义
”

？
。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

进 ， 中 国共产党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 这个
“

初稿
”

的

基本观点得到了进
一

步发展 ， 其不足之处也

得到了补充或修正 。 １９９３ 年 １ １ 月 １４ 日 ， 中

共十四届三 中全会通过了 《 中共 中央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 》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 了 《 中共

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
—

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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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决定》
…… 中 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 ， 并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

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

经济建设 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 ， 经济体

制改革是不能停滞 的 ， 指导经济实践和体制

改革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 。 中共十八大以来
，

习近平从坚持和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

出发 ， 作出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

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 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 的政策框架
，
坚持和加强党对经

济工作的领导 ， 引领 中国经济开始了一场意

义重大的深刻变革 。 特别是十八届三 中全会

通过的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 紧紧围绕
“

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
，
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 ， 推动经济更有效率 、 更加公平 、 更可

持续发展 。 在这个进程 中 ， 中 国共产党升华

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的认识 ，

“

坚持 、 丰

富 、 发展 了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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