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
基本逻辑与经验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

历了“政策—实践—制度—理论”的渐进式演进，已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党领导的政

治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是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深化改革

作者简介：何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36）；杨新铭，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36）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系

统结构、测度指标与建设政策研究”（20ZDA04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

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19ZDGH014）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2.003

何 伟，杨新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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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实际上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

体的所有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和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制度的三位一体的基本

经济制度。②这一过程体现了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一贯遵从了“政策—实践—制度—理论”的认识论过

程，也是我国经济体制现代化过程。这是促成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除了渐进式演进特征外，中

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成功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独有之处还有合理发挥政府作用，而党领导下的政

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以持续、分阶段渐进推进的制度保障。这些独特的经验构成了中国经济体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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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基本逻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最重要的经验。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的重要内容，开启了面

向2025年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征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的组成部分。高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是推进高质量发展，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

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一、渐进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也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的演进过程。1991年之前，改革主要围绕市场调节和商品经济展开，但局限于目标模式和旧

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能兼容的思想认识，体制改革在产权关系调整、企业制度改革、政府职

能转变等方面并没有较大的突破。在市场体系的完善中，改革也未触及深层次的生产要素市场。①

于是，在改革开放已经有一定经验的基础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化改革进入快车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摆脱了之前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这应该得益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识的重

大突破，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

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②。这在思

想认识上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往既有的经

济学理论并没有提出过的概念，是党的一项伟大创举。这一目标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后的有关工作和任务都是围绕这一目标

展开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

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

的根本标准，并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

发展；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把社会

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

程，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2000年“十五”计划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

定位在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并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引向结构调节，把培育和发展的重点市

场定位在要素市场。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经历了目标确定、基本框架形成等过程。

经过10年的建设发展，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此后，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主要任务。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这一任务细化为“完善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思考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1993年

第8期，第3—2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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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④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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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

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机制”①。其中，发展要素市场主要锁定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则要求强调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在原有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将政府的作用限

制于中长期和指导性上面，因此，从“十一五”时期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相应地，在科

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

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

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②。

经过20多年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发挥基础性作用

的地位得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新时代。“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

有效率的形式”③，有鉴于此，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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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④。这实际上明确了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促进市场发育发

展转向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深化重点领域价格机制改革，2015年下发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运输等领域价格改革，

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价格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

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这就

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将在更长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也不会发生变化，

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要素按贡献分配格局也不会出现大幅度调整，这无疑

会进一步激励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把市场经济体

制这一经济运行机制升级为经济制度确实是党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造，符合我国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必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20年5月，《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对新时代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和任务等进行

了系统性设计，“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⑤，对我

国中长期经济体制的完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合理发挥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在逐渐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时，政府经济治

理能力明显提高，政策科学性明显增强，这就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奠定了基础。科学的宏观调控和

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如何做到更好？一方面，政府要学

会做减法，合理划定政府作用边界，将市场能够决定的交给市场，减少不当干预。另一方面，政府要学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5页。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52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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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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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做加法，即加强和完善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党的十八大以后，进

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政府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为了配合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2017

年，国务院推出《“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相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坚持“宽进”与“严管”并重，有效促进

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由此，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党和国家机

构进入深化改革的阶段。而深化党和国家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破除现有体制机制弊端，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调整优化

政府机构职能，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完善公共

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制度化成为这一阶段改革的一大特点，通过制

度化来巩固改革的成果，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保障。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化的逐渐完成，决策科学化将是政府制定、执行经济政策，进行经济治理

的基础，而科学化的依据则应该是科学合理测度和分析政府的边界与作用程度，这是党的十九大所

提出“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理论和现实看，政府参与经济治理的方式主要

包括三类：其一是直接参与，即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或经济组织机构直接介入商品和服务的供给，

这种领域往往是消费弹性低，外部性强以及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所不同的是，我国政府还肩

负着转移支付的责任，即通过企业实现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平性分配，这部分供给维护

了总体性效率，而不是单纯依据经济利润来局部考量的，如电、气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供给。其二

是通过政策引导市场主体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方式以市场为基础，主要通过改变

市场主体的激励体制来实现，可以说这是一种间接参与。其三是政府通过市场监督、法律仲裁、强制

执法等职能，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净化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使市场主体

能够按照市场指引发挥自身的活力，进而使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应该说，这既不

是政府直接也不是间接参与经济生活，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因此可以说是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

律和制度基础的活动。

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调控。政府调控，不同时期有着现实的考量和轻重缓急的侧

重，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深化的过程。国有企业改革、消除地方保护、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都曾成为政策

的关注点。例如2014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就是这样。这一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市

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要求改革市场准入制度，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

依法平等进入”①。到目前为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先后出台了两个版本，全国实施一张清单，市场

准入门槛逐步放宽。清单的出台和修订还征求了多个部委、省份、协会和相应市场主体的意见。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将有力促进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

2016年起，“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自2016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

议以来，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内容的“放管服”深入展开，这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的突出表现。“放管服”的内容包括取消涉及企业生产经营、个人就业等行政许可项目，削减工商登

记前置审批事项、简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和审批程序、多证合一、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互联网+政务

服务”等，这些举措将极大激发市场活力。

市场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角色的淡化或者削弱，政府的调控要更加灵活多

①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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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注重灵活的政策搭配。2018年和2020年，中央在准确判断经济形势的情况下，分别提出了以“稳

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以及“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

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内涵的“六稳六保”措施与任务，充分体现了政府的

精准施策。

应当强调，发挥政府职能与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是完全割裂、相互独立的，而是有机融合在

一起的。一方面，即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充分竞争的领域，政府也应当有所作为，“管好那些市场管不

了或管不好的事情”①，进行科学有效的政府调控，推动市场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在政府经济治理参与

度较大的领域，如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企业也要遵重经济规律，按市场规则行事。不仅如此，连

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等，也都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履行政府的职责。美国每年都

公布《总统经济报告》，明确规定国家经济的重点和总体目标，并建立经济预测指标，体现出在成熟的市

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②

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经济体

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复杂系统中如何突破原有体制惯性，开启一个制度转型和替代的过程，

使新体制发挥作用并产生效率改革，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对比东欧转型国家和拉美发展中国家

的体制转换过程，可以直观发现，决定一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原因不在确定了市场化改革的

方向，而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政策实施过程。梳理这一过程可以清晰发现，我国“计划和市场”

“政府和市场”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进入退出的关系，而是逐渐协调科学分工的关系。如前所述，中

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整个过程遵循了“政策—实践—制度（法律）—理论”的内在逻

辑，改革的渐进式过程促进了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体制的平稳转换，有效规避了两种体制转换

不顺畅可能产生的信息真空引起的资源配置混乱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如果细细考量为什么中国能

够实施渐进式改革，就可以发现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这一系列政策与实践有序推进的政治

保障。这是因为，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制度缺失使得政府退出和市场进入不能一

蹴而就，而且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信息不对称甚至严重扭曲，这些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适应和

完善，显然，只有一个持续稳定的政府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应该看到，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都经历了

激烈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行了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实行普遍的政党选举，然而，由政党轮换

引起的政府执政理念和政策的左右摇摆就不可避免。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稳

定的发展，而其他国家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又重新恢复增

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错位，恰恰满足了政党的稳定性和政府政策的持续性。不

仅如此，随着各项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政策有序推进，中国独有的政治体制确实发挥了优越性。

也正是有了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使政策得以持续连贯地深入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跨越一

个个门槛，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实际上，不仅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党和党领导下能够科学决策的政府，在正

常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越

来越紧密，受到外来经济冲击的概率和程度也在增加，这需要政府能够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科学制定相关政策并不断完善法治环境，不断积累经济治理经验，提高经济治理能力。不仅如此，由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66页。

② 刘树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法制化研究》，《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3期，第4—11页；刘树成：《美国〈总统经济

报告〉法制化研究之二——兼对“中国应取消GDP增长目标”意见的回应》，《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5期，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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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发展阶段特征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周期性因素和发展阶段性因素相伴的我国，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科学、持续、稳定显得尤为重要。总之，科学、持续、稳定的经济政策可以引导微

观经济主体的合理预期，规避执政党的更替引发经济政策的不稳定从而引起的预期不确定性，进而

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在经济治理上的优势正是在不断积累经济治理经验

基础上不断淬炼经济治理能力，通过在更长的时间内考量政策的制定与分阶段推进，不断通过分阶

段的以具有战略性、宏观性特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为代表的“计划、规划”和整

体的发展阶段划分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

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①。国内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党与全国

人民风雨同舟，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宏观政策应对力度不断强化，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中国成为

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首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成就的取得，最根本的原因，正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所具体指出的，首先就是坚持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四、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指向

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梳理可知，体制上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产权制度

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两个方面。②产权界定和保护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为各种经济主体提供正当

的激励，并鼓励充分的竞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产权的有效激励源于围绕产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包括对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合同的有效执行和纠纷的公平仲裁，这些被视为是市场经济最

基本的支持性制度。各种类型（归属不同）的财产获得有效而同等的法律保护，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转

的制度基础，也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前提条件。根据经济行为过程，法律对经济生活的作

用包括：事前的产权界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市场通过自由契约实现产权

配置优化；经济成果的确认与保护，即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保护私有财产在目前阶段对于提高

经济效率来讲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保护私有产权与经济人理性内在激励相一致，为经济发展提供

根本动力。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当前阶段完全的公有制与完全的私有制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来讲都不

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恰恰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当前成为各国经济制度选择的主流，尽管公有与私有

的数量结构存在差异。③因此，在当前必须明确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明确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

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由于长期对私有产权的歧视与排斥，当前重中之重是要健全以公平

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

法律法规条款。而且要特别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而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合法财产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避免公权力对私有财产

的侵害。

近年来我国价格市场化的程度逐年显著提高。据统计，2016年，价格机制已经在全国97%以上

的商品和服务中发挥着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剩下的3%领域的价格形成仍由政府管控。这些领

①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页。

② 黄群慧：《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经济参考报》2018年8月22日，第A05版。

③ 杨春学、杨新铭：《所有制适度结构：理论分析、推断与经验事实》，《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4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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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主要分布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部分自然垄断环节以及资源、能源等领

域。①显然，与推进一般商品与服务市场化不同，这些领域的改革需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因

为这些领域不单纯是效率问题，更涉及外部性、国家安全、社会公平以及全社会福利的整体性评估。显

然，体制性、制度性、区域性以及歧视性等因素导致的分割，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妨碍了要素、

资源的自由流动，不能实现最有效率的配置。因此，需要破除这些障碍，推进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如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信贷配给中存在的规模和所有制歧视等。而对于具有需求价格弹

性低、自然垄断以及正外部性的行业，则需要根据分类和分环节推进市场化改革。因为，这些领域不能

单纯地考虑微观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比如水、电、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

域，教育、医疗等明显带有外部性的领域，成品油、公路等准公共产品领域等，这些虽然不能完全进行市

场化，而且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定价管理，以确保政府定价的制度化和科学化，但可以将部分

商品生产和服务环节市场化，或者放开准入以促进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方式在提高供给效率的同时，增

加消费者的选择权，提高社会总福利。特别是2017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修订后的《政府制定价格行为

规则》，主要修订之处是政府定价范围缩小、定价依据进一步明确、定价程序更加健全、定价后的评估与

动态调整得以强化、定价决策中的公共参与受到重视。这些明显的改变正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原则在价格形成中的突出体现。

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从农产品市场到生产资料市场，再到国有企业产权市场，进一步到要素市

场。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层次越来越广、越来越深，需要把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配置规则更好结合

起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涉及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决

策层、政府部门、微观市场主体等对市场这一概念及其规则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市场这一“无形之

手”深刻影响着人的行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出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

使我国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显著优势，就是其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各方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

调动。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下来是乘势而上，面向第二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

变政府职能”②。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改革

推向深入。

结 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这体现为上文所论述的中央在1992年

之后的历次党代会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所确立的有关具体框架、目标模式等内容。

还应当注意，在此过程中，中央决策层与学界深入互动，审时度势，在实践和探索中逐渐确立了中国转

型与发展的路径、体制改革的目标，探求经济发展基本规律，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改委举行输配电价改革及价格市场化程度测算情况发布会》，http://www.scio.gov.cn/xwfbh/

gbwxwfbh/xwfbh/fzggw/Document/1559565/1559565.htm。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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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理论也存在几个发展阶段。1992年之前，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是否

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

谈话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并推动了相关研究和传播，当

年我国报刊就发表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论文、研究报告等。①随后，市场经济理论随着

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进一步不断丰富和发展。

我们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其上升为基本制度。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或仍有需

要完成的任务。具体包括：市场激励不够，生产要素的流动不畅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太高，微观经济

的活力不太强，市场发育并不充分，市场机制的触角还需要进一步延伸。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根

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因此，需要深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

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与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有关，如供给与需

求尚不对等、资源要素配置尚不匹配、产能落后与转型升级尚不连贯、新旧动能转换尚不到位等。同

时，还存在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导致供需不匹配的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导致增长放缓的

问题；金融风险集聚的问题。以上一些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的环节，有些也是多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都曾指出和强调的。

同时，与过去相比，我国经济出现了以下一些新的变化特征或者趋势，有些甚至是以往所未曾出现

的。第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前所未有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市场权力的边界更加模糊，科技巨头掌握

了较多数据资源和市场的份额，容易产生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垄断问题，忽视个人隐私保护，不利于社

会公平和公众福利。第二，以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和新兴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等新动能加速形成。新经济和新动能具有增长持续性和发展的韧性。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公

布的数据，2015—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是124.8、159.1、204.1、269.0和332.0。②此外，在

外部环境上，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困难和风险增加，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出现，一些国家设置

了阻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

总之，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的发展，新的经济现象、新业态不断涌现，昭示着新的一轮产业革

命在加速拓展。我国的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

在世界经济中的融入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且需要进一步实施大范围、宽领域和深层次的全面开放。③

我国也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在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时期，来自多个方面的挑战和风险

比以往要多。如果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就会带来经济速度放缓。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和新的情况，

需要我们用更大的战略定力去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触及深层次体制性的问题，啃硬

骨头，在关键性和基础性的重大改革上取得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加快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

的改革进程。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已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

伐。展望未来，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是我国长期经济向好基本面的重要保证。④改革开放进

入深水区，不能碎片化修补和调整，更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十四五”时期仍然需要进一步高水

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建更高层

① 张卓元：《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三部曲：商品经济论、市场取向论、市场经济论》，《财贸经济》1992年第11期，第3—8页。

②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闾海琪解读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http://www.stats.

gov.cn/tjsj/sjjd/202007/t20200713_1775410.html。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五年规划”的历史经验与“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研究》，《经济学动态》

2020年第4期，第3—14页。

④ 蔡昉：《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经济日报》2020年3月12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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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开放性经济新格局。只要我们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体制优势，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演进的基本逻辑与经验，注重顶层设计，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尊重市场规律，

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合理发挥政府职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就一定能够妥善应对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客观优势，久久为功，

为中国经济迈向2035年以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 国胜铁］

The Basic Logic and Experi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HE Wei，YANG Xinming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undergone a gradual evolution of“policy →
practice → system → theory”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basic economic system. Scientific
macro-control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governance ar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
tage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political system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Comprehen⁃
sively expanding in-depth reform and build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re important
tasks fo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beyond.
Key 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government and market, deepen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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