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

龚三乐１　王胤奎２

（１．广西财经学院　５３０００３；２．华东理工大学　２００２３７）

内容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下简称“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 迁 角 度，开 拓 性 理 解、阐 析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济制度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 变 迁，涵 括３个 基 本 事 实：源 于 苏 联 模 式 的 中 国 社 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构建、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探索、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初 步 完 善。此 一 结 构 性

变迁，具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动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来源，也 为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创 新、完 善 提 供 了 必 要 的

理论依据。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是基于生产力持续进步、生 产 关 系 不 断 完 善 的 经 济 制 度 完 善 过 程，是 基 于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从冲突到协调的制度设计和完善过程，是推动、引 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 设 理 论 持 续

发展的过程。论文最后得出结论：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具 有 深 厚 的 实 践 与 理 论 根 源；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结 构

性变迁是一个实践和理论不断探索的结果；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成果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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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不断演变，其内容结

构通过阶段性的变迁，不断趋向科学合理。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召 开 的 党 的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审 议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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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决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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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括“三个层面”的内容，是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理论认识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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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颁布以来，理论界广泛 开 展 了 对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解 读 和 研 究，概

括起来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探讨。第一，基本经济制度 的 理 论 解 释。诸 多 学 者 解 读 了 基 本 经

济制度三个“层面”内容，包括如下一些典型观点。程恩富、王朝科（２０２０）提 出，公 有 制 为 主 体 的

所有制结构是整个经济制度的基 础，决 定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性 质 的 总 体 格 局；按 劳 分 配

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是所有制结构 的 利 益 实 现，决 定 了 共 富 共 享 的 总 体 格 局；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制是经济资源配置 的 主 要 方 式，决 定 了 市 场 与 政 府 双 重 调 节 的 总 体 格 局。荣 兆 梓（２０２０）认

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层面具 有 相 互 联 系、相 互 嵌 入、相 互 映 射 的 关 系，是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度的三重功能特征，三者缺一不可，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历 史 性 质 的 完 整 表 述。高 永、丁 堡 骏

（２０２０）提出，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 生 产 资 料 社 会 主 义 公 有 制 是 基 础，决 定 了 分 配

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市场经济体制；方敏（２０２０）阐明，基本经 济 制 度 是 所 有 制 关 系、分 配 关

系、交换关系的有机统一。张晖 明（２０２０）从 制 度 建 构 的 系 统 性 和 功 能 实 现 的 动 态 角 度，理 解 基

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表述是中国社会主义丰富实践的理论 结 晶，其 呈 现 了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建 构 内

容的系统性与功能实现的统一 性。基 本 经 济 制 度 三 个“层 面”的 扩 容，有 其 内 在 的 理 论、实 践 发

展逻辑。王朝科（２０２０）提出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有其理论 和 实 践 必 然 性：坚 持 按 劳 分

配为主体，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决定的，有利于巩固和不断发展 公 有 制 经 济；坚 持 多 种 分 配 方 式 并

存，是由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有利于促 进 多 种 所 有 制 经 济 共 同 发 展，调 动

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共同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 设，推 动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周 泽 红

（２０２０）阐述了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制度的重要意义，即其是推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制 度 支

撑和体制保障，对于进一步解放 和 发 展 生 产 力、解 决 发 展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问 题、践 行“以 人 民 为 中

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现代 化 经 济 体 系 和 形 成 全 面 开 放 新 格

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第二，基本 经 济 制 度 的 演 进 过 程。从 所 有 制 角 度 看，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我

国所有制结构经历了“社 会 主 义 改 造———公 有 制 为 主 体———允 许、肯 定 和 鼓 励 除 公 有 制 之 外 的

其他多种所有制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 经 济 共 同 发 展———确 定 为 一 项 基 本 经 济 制

度”的变化（杨虎涛，２０２０）。于树一、李木子（２０１９）总 结、概 括 了《决 定》出 台 以 前 我 国 基 本 经 济

制度的发展历程，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７０年 划 分 为 三 个 阶 段：萌 芽 阶 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形 成

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发 展 阶 段（１９９９年 至 今）。葛 扬（２０２０）、陆 立 军 和 王 祖 强（２０２０）、刘 伟

（２０２０）等深入概括、总结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性探索历程。第三，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完 善。
如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 度，刘 鹤 同 志 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 在《人 民 日 报》作 了 高 屋 建 瓴 式

的解读，宏观阐述了坚持和完善 三 个“层 面”的 方 略。这 为 完 善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研 究 深 入、细 化

提供了指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具 有 坚 实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支 撑，是

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应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支撑———与经济

密切联系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制 度，扎 实 夯 实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是 三 个“层 面”内 容，建

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重 要 经 济 制 度 以 丰 富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制 度 体 系 的 内 容（蒋 永 穆，卢 洋，２０２０）。
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的 社 会 化 大 生 产 方 式，构 建 高 水 平 的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需要在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制度、要素配置体制机制等关键性 基 础 性 重 大 改 革 上 突 破 创 新，并 坚

持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深层 次 市 场 化 改 革，如 全 面 实 施 市 场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制 度、营 造 一 流

营商环境、加快制度型开放高地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推进 全 球 经 济 治 理 变 革 等（王 一

鸣，２０２０）。上述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探讨，无疑有助于 从 思 想 上 澄 清 人 们 对 于 新

概括的疑问、从行动上明晰工作 努 力 的 方 向 与 理 论 指 引，以 此 促 进 全 社 会 凝 聚 为“两 个 一 百 年”
目标奋斗的力量。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李正图曾跟踪并研究了此一时期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李正图，２００５；
李正图，２００８；马立政，彭双艳，李正图，２０１７）。新时代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变化，笔者尝试从基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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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度内容的结构 性 变 迁 角 度，进 一 步 理 解、阐 析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度。

二、基本事实

任何制度都是依据实际需要，通 过 一 定 的 理 论 指 导 构 建 并 经 实 践 的 试 验、修 正 而 最 终 健 全

的，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是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的指引下，吸纳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伴随长期艰苦卓 绝 的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 设 实 践，
经过初步构建、不断改革而最终 完 善。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结 构 性 变 迁，呈 现 如 下

基本事实。
（一）源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构建（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７８年 改 革 开 放 前，经 历 国 民 经 济 恢 复（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三 大 改 造（１９５３－

１９５７年）、计划经济（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３个时期。期间，我国逐步建立并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按劳分配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样本、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此一基本经 济 制 度，包 括 单 一 公 有 制 经 济、按 劳 分 配、计 划 调 节 等 基 本 内 容。事 实 表

明，这一制度发挥了强大的经济功能，既为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

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国家形成强大的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有力推动和

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资料，１９４９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为１４０．０亿元，到１９７７
年增长到３７２５．０亿元，增长了２５．６１倍；ＧＤＰ从１９５２年的６７９．１亿元，提高到１９７８年的３２２１．１
亿元，增长了３．７４倍。尽管如此，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病和

制度劣势，导致平均主义、抑制劳动者积极性、资源错配等问题的出现，使得更高水平生产力的发

展受到桎梏，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充分、有效发挥，使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处于不

利地位。这就需要深入审视基本经济制度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协调，反思、总结其教训并归纳、提

炼其经验，推动其适应性变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

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

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
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二）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探索（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
伴随１９７８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我们党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开展对基本经

济制度改革的探索，强调公有制改革、强调分配制度改革、强调经济制度改革，至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

大基本探明了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内容。期间，并没有提出基本经济制度

范畴，而是直至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基本经济制度范畴。
第一，以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为根本遵循，一方面始终贯彻公有制经济主体、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逐步放开个体

工商户、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限制和约束，使非公经济从“补充”功能逐步演变成为“并存”、“共同

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两 个 毫 不 动 摇”之 一 的 功 能 地 位，从 而 不 断 完 善 了 所 有 制 经 济 总 格 局。

１９８２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

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党的十三大标志着“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
的所有制格局在我国初 步 形 成；党 的 十 四 大 提 出“公 有 制 经 济 为 主 体、多 种 经 济 成 分 共 同 发 展”；

１９９７年党十五大正式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随后列

入１９９９年的宪法修正案第六条。第二，与之相应，我们党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

式并存的分配总格局。１９８２年宪法确定分配原则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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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原则调整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党的十五大正式明确“坚持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写入１９９９年的宪法修正案第六条，沿袭至今。第三，
与此同时，作为交换关系总体反映的经济体制伴随上述两大制度总格局的形成，也开启了从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基本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

题；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首次提出了市

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之后的理论发展均是对市场基础性作用的进一步完善）。

党的十五大正式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并专指所有制结构，并没有把分配

制度和经济运行制度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这一概括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尽管期

间也进行逐步完善。
（三）基本经济制度的初步完善（１９９７－２０１９年）
党的十五大一直到党的十九届 四 中 全 会 前，是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内 容 的 认 识 深 化、改 革 深 入 和

理论健全过程，强调所有制改 革“两 个 毫 不 动 摇”，强 调 体 制 改 革、完 善 市 场 经 济 体 制，但 分 配 制

度改革相对不受重视。对于所有制，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 不 动 摇 地 巩 固 和 发 展 公 有 制 经 济，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七大重申 并 强 调“两 个 毫 不 动 摇”；
党的十八大拓展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内涵，对于公有制经济应“推 行 公 有 制 多 种 实 现 形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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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私 有 制 经 济 应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 等 使 用 生 产 要 素、公 平 参 与 市 场 竞 争、同 等 受 到 法 律 保 护”。对 于

分配制度，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 基 础 上，对 于 分 配 制 度 的 内 容

要素一步步进行拓展：党的十六 大 提 出“劳 动、资 本、技 术 和 管 理 等 生 产 要 素 按 贡 献 参 与 分 配 的

原则”，并阐述了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党的十七大进一步阐 明 分 配 效 率 与 公 平 的 关 系 及 其 处

理原则；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初 次 分 配 机 制 和 再 分 配 调 节 机 制。对 于 市 场 经 济 体 制，党 的 十 六

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 场 在 资 源 配 置 中 的 基 础 性 作 用”；党 的 十 七 大 提 出“从 制 度 上 更 好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 程 度 更 广 范 围 发 挥 市 场 在 资 源 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基础性作用”改为“决 定 性 作 用”。最 终，上 述 基

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进展成果，被归 总、集 成 于 党 的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提 出 的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的新概括。
总体上，新中国成立７０余年以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开展，不断

进行着结构上的变迁：所有制结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并存，
到基本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再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与之相适，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再到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经济体制从单一

的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

性作用，再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上述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变迁，为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以及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提供了即时、科学的制度保障，发挥了巨大的国家

治理效能。据测算，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我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增 长９．４％，远 高 于 世 界 同 期 年 均２．
９％ 的增速（刘鹤，２０１９）。

三、根源探索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既有着深厚的理论根源，也源于丰富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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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是随着对于“什么是社会

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１９９３）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到党的十九大以来对于艰苦卓绝

的实践探索的不断深 入 总 结、归 纳，至 而 糅 合、提 炼 和 升 华 而 成 的。最 终 到 党 的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决定》，把分配制、运行制与所有制都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从而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理论的深化、创新。
（一）理论根源

１．经典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

灭私有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夺取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坚决贯彻

这一宗旨，把公有制、按劳分配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奉行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不应是机械的、绝 对 的，应 坚 持 开 放、发 展 的 观 点。马 克 思 恩 格 斯 指 出，“所 谓‘社 会 主 义 社

会’不是一种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

提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会经历若干阶段，“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

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外，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

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习近平也提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

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

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

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提供了基础理论依据。鉴于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无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未知的、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反映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有可能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而事实的结果也确实如

此———１００多年来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均证明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

里，完全的公有制并不可取，完全地摒弃私有制亦不可取。正如恩格斯早前的论断，“社会占有全

部生产资料”是不可能的。基于上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从新中国

成立初期至今，努力探索着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

２．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在于需要研究被西方主流 经 济 学 所 忽 视 的“制 度”。社 会 主 义 革 命

胜利、西方国家的衰落乃至后来的 苏 东 剧 变 导 致 的 国 家 制 度 方 面 的 变 迁，为 制 度 经 济 学 提 供 了

极好的研究样本，使制度经济学的应用日益广阔。而发源于科斯《企 业 之 性 质》一 书 的 新 制 度 经

济学，由于其对于交易成本、产权、契 约、企 业 组 织 等 理 论 的 拓 展，以 及 边 际 分 析 法、成 本－收 益

分析法的引入，使得曾被视为非主流的传统制度经济学的 理 论 解 释 力 进 一 步 增 强。新 制 度 经 济

学的核心目标在于解释产权安排为什么重要、企业为什么 存 在。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以 乡 镇 企 业

为代表的私营企业的大规模涌现，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乃至引 发 国 企 改 革，是 什 么 原 因 导 致 的 呢？

新制度经济学为此提 供 了 较 好 的 解 释 工 具。科 斯 认 为 市 场 机 制、企 业 都 是 一 种 配 置 资 源 的 手

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二者的边界在于企业组织交易的 成 本 等 于 市 场 交 易 的 成 本，当 市 场

交易成本大于企业交易成本时企 业 得 以 存 在；德 姆 塞 茨 认 为，企 业 的 产 权 组 织 形 式 包 括 私 有 产

权、国有产权、共有产权，不同产权 形 式 的 企 业 效 率 各 不 相 同，理 论 上 国 有 产 权 和 共 有 产 权 会 产

生负的外部性，而私有产权能将 这 些 外 部 性 内 在 化，从 而 私 有 产 权 安 排 下 的 企 业 效 率 最 高。上

述两方面理论，表明效率最高从而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最显著（意 味 着 对 于 市 场 的 替 代 性 最 强）的

民营企业，能在中国得以大规模 发 展 起 来。同 时，各 个 特 定 经 济 领 域（如 竞 争 性 领 域、公 共 产 品

领域、自然垄断领域）对于企业 制 度 安 排 的 特 殊 要 求（如 产 权 制 度、契 约 制 度），决 定 了 民 营 企 业

与国有企业具有各自的生存空间，两者可以共存同荣。此外，诺 斯 的 制 度 变 迁 理 论 也 认 为，企 业

的技术革新无疑会为经济增长注 入 活 力，但 假 若 缺 乏 制 度 创 新 和 制 度 变 迁，从 而 通 过 一 系 列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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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安排 把 技 术 创 新 的 成 果 巩 固 下 来，那 么 长 期 经 济 增 长 和 社 会 发 展 是

不可设想的，这表明了所有制、分配制和经济运行制变革的 必 要 性。综 上，新 制 度 经 济 学 理 论 为

中国推进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 变 迁 与 完 善，提 供 了 来 自 西 方 经 济 学 的 直 接 理 论 依 据 来 源，使

得基本经济制度变革成为必要。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搞

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体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总结、升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加之以巨大的勇气推动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提供了理论支撑。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开放４０
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毫无疑问，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改革的底线。习近平同志就反复强调，“决不能在根本性

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必须筑牢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动摇。同时，鉴于

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其他所有制经济不可或缺，我们党一直孜孜不倦地突破对于所有制结构

的认识，将其他所有制经济纳入所有制结构之内。党的十二大提出，“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总的说

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党的十三大提出，“在所有

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

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公有制必要的和有益

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

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这是首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与

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首次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

基本经济制度。
显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 发 展 最 终 必 然 涉 及 如 何 科 学、合 理 地 分 配 发 展 成 果。邓 小 平

曾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 极 分 化”。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 前 进”。基 于 对 于 计 划 经 济 时 期 分

配的平均主义弊端的深刻认识，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明 确“按 劳 分 配 的 性 质 是 社

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在所有 制 和 分 配 上，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并

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 以 按 劳 分 配 为 主 体 的 前 提 下 实 行 多 种 分 配 方 式，在 共 同 富 裕

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党 的 十 四 大 提 出，“以 按 劳 分 配 为

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 补 充，兼 顾 效 率 与 公 平。运 用 包 括 市 场 在 内 的 各 种 调 节 手 段，既 鼓 励 先

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 防 止 两 极 分 化，逐 步 实 现 共 同 富 裕”，十 四 届 三 中 全 会 进 一

步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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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励 一 部 分 地 区 一 部 分

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按劳分 配 为 主 体、多 种 分 配 方 式 并 存

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 素 分 配 结 合 起 来，坚 持 效 率 优 先、兼 顾 公 平……允 许 和 鼓 励 资

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九大报告在坚持基本 分 配 制 度 的 前 提 下，提 出 要 完 善 分

配方式（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改 进 二 次 分 配 制 度、发 展 三 次 分 配 制 度），调 节 分 配 政 策，注 重 分 配

结果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一观念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信奉。但各个社会主义国

家建设的事实，却对这个原则提出了挑战。理论与现实相悖，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实事求是，重新认

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对理论予以修正完善。遵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进

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理论创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由此拉开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

—４２—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　第９期　



革的帷幕；１９８５年邓小平又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①；１９８７年邓

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

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②；１９９０年代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和

南方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的思想，从而对于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与特定社会制度绑定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彻底的破除。对此江泽民同志也提出，“在经济运行机制

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合理调节社会分配”。理论突破的结果，是到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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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并在

大会报告中写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此后，中国共产

党人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理论突破取得纵深进展，特别是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发挥的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

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
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变迁、分配制

度完善和增加市场经济体制内容，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引、指导。
（二）实践根源

社会主义社会的首 要 任 务 是 发 展 生 产 力。生 产 力 决 定 生 产 关 系，生 产 关 系 决 定 基 本 经 济 制

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 生 产 力 是 多 层 次 的，也 就 决 定 了 多 种 所 有 制 经 济 共 同 发 展。发 展 生 产

力，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好坏快 慢。
一定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是由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通过规定社会中最核

心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方敏，２０２０），从而确

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所有制经济制度，决定了生产由谁组织和控

制（即生产成果由谁占有）；规定的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化大生产成果如何进行分配；规定的交换

关系，决定了生产成果如何进行交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夺取国家政权的社会

主义国家，都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体制设立为

基本经济制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主要是针对当时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

国家，并不完全适用于主要是在经济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这使得实施

严格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面临不少困惑、困难，及至遭遇挫折甚至失败（如苏东剧

变），从而凸显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模式的理论缺陷。为此，各国开始了对于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的探讨，包括中国。特别是苏东巨变，使得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事 实 上 早 在１９５６年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即 将 奠 定 时，毛 泽 东 同 志 就 提 出，“不 要

再 硬 搬 苏 联 的 一 切 了，应 该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基 本 原 理 同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 建 设 的 具 体 实 际

结 合 起 来，探 索 在 我 们 国 家 里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的 道 路”（刘 伟，２０２０）。新 中 国 成 立 至 今７０余 年

矢 志 不 渝 的 建 设 探 索，已 使 中 国 的 经 济 面 貌 相 对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对 于 共 产 主 义 第 一 阶 段 的 预 想

相 差 甚 远。实 践 表 明，处 于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中 国，是 一 个 保 持 公 有 制 经 济 为 主 体 的 多 种

所 有 制 经 济 互 补 互 促、竞 相 发 展 的 经 济 结 构，是 一 个 需 要 包 括 资 本 在 内 的 各 要 素 共 同 参 与 分

配 的 经 济，是 一 个 需 要 存 在 商 品、货 币 而 以 市 场 而 不 是 计 划 为 主 配 置 资 源 的 经 济。这 与“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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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３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的讲话。
详见１９８７年２月６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二 公”存 在 着 不 相 容 之 处，表 明“公 有 制、按 劳 分 配”的 传 统 基 本 经 济 制 度，满 足 不 了 现 实 的 需

要，需 要 对 之 改 革、发 展 而 完 善。从 而，来 自 实 践 的 这 种 需 要 改 革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内

在 动 力，推 动 着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不 断 思 考、总 结、归 纳，最 终 形 成 了 如 今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格 局。

四、理论概括与认识

究其实质，可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作一理论概括与深入认识。
（一）是基于生产关系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完善过程

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关系，即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

和交换关系。综括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加上１９４９年建国至１９５６年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变迁过程，就是一个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过程。其中，社会主义改

造完成的１９５６年、改革开放初期的１９８２年（首次明确承认多种经济形式的存在）、党的十五大召开

的１９９７年形成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但仅仅指所有制经济结 构 和 党 的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召 开 的２０１９
年，是基本经济制度结构变迁的四个标志性年份。这四个年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分别经历了

“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公有制作为主体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

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

体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迁，也就是分别确立了与当时阶段生产力相

适应的基本经济关系。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一个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关系）的不断完善过程。生

产关系（基本经济关系）的不断完善，使得中国在不同时期总体上找准了社会形式中“普照的光”，
使之在特定时期大放光芒，并由此影响、带动其他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每一个重大的经济发展时期

重新塑造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尤其是经济面貌。
（二）是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从冲突到协调的制度设计和完善过程

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其完善生产关系之功，最终体现于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

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

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科斯、阿尔钦和诺

思指出，“正是活力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如前文所

述，社会主义改造完毕后，我国建立工商业百分之百由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构成、农业以合作社和

人民公社为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所有制格局，“工资制”、“工分制”等劳动报酬制度，以及计划调节制

度，形成了可短期内集中与高效使用资源要素、具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化大生产格局。为适

应这一生产力水平，我国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三大改造完成（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时期多种所有制

经济并存、按资本进行分配的经济制度，建立了“公有制、计划调节、按劳分配”基本经济制度。但

是，这种基本经济制度因其固有的弊端在推动我国快速实现初步工业化以后，逐步暴露出与发展

社会主义更高水平生产力的不适应，从而迫使我国进行改革开放。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我国改革开放大

业，推动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大规模崛起，个体工商户以及进一步

发展的民营经济，以及以农户家庭承包为主的农业经济的大规模普及。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产

品价值实现手段的市场化，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了生产力，显著提高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 平。
为此，党的十二大历史性地肯定非公经济发展、市场调节，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生产力释放效应

的持续，推动了我国生产力水平持续的提升。而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也为之后基本经济制度

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推动着党从十三大开始不断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完善，及至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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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四中全会进行新的概括。需要指出的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是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

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是需要追赶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新征程，总概括必将为未来较长一段时

期的生产力发展，奠定完备的制度基础。
由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与生

产力相互磨合、适应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其中得到了完美

的演绎。当然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也完整呈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辛与坎坷。
（三）是推动、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持续发展的过程

理论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反过来指引实践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结

构性变迁，以丰富的实践，推动并引领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促进了外来理论的引进与应用，二是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其中，后者

又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创新：其一是外来理论的二次创新，其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原

发性创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全面公有制的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亟需理论的指引，从而

全方位引进、借鉴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严格贯彻应用于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实施之后，随

着市场经济要素成为基 本 经 济 制 度 不 可 或 缺 的 内 容，为 了 为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建 设 提 供 理 论 指

引，在对原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适应性发展的同时，我国大规模引进、借鉴和运用西方市场经

济理论，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兴盛。但事实表明，照抄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

完全套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有问题，从而不能完全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的需要。为此，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结合在一起的”认识之后，发展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需要更加迫切。由此，诸多改

革开放中所碰到的难点、深层次问题，成为学术界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所在，带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理论创新的风起云涌，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这其中最主要、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

果，是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而与基本经济制度

三个层次内容直接相关的成果，分别是产权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２０１９年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是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党总结了前期理论创新的成果，对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党对

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阶段性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内容。可以预期，在我们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阶段里，这一重要论断将发挥阶段性的核心

理论指引作用。
由上可见，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过程，也就是一个推动、引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发

展的过程，推动着我们从理论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

五、基本结论与展望

以上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新 概 括 的 理 论 解 读 与 认 识 进 行 综 述 的 基 础

上，阐述了新中国成立７０余年以 来 我 国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变 迁 的 基 本 事 实、变 迁 根 源，并 提 出 了 笔

者对之的理论概括与认识。由此，可 以 得 出 三 点 基 本 结 论，并 对 其 未 来 一 段 时 期 的 发 展 作 一 简

单展望。
（一）基本结论

第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具有深厚的实践与理论根源。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变迁，
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为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与 动

因。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构建，
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与依据；中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基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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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革新的内在要求与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对

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于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的不断

深入总结、归并糅合、提炼和升华而成的。
第二，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是一个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果。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人类社

会的新生事物，尽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设想做指导，但过去的理论设想无论怎么精美，都不

可避免会与现在的现实存在差距。因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还是需要以实践作为依据，通过实践

的探索来得出正确的结论，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内容构成。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事

实，已然证明了这一点。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和党的十五大以后至今改革开放攻

坚期的艰苦探索，我们党才得出了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
第三，基本经济制度 的 结 构 性 变 迁 是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发 展 的 成 果 体 现。我 们 党 的 一 大 优

势，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重视对党的丰富实践的理论总结、重视对理论的创新。新中国成立７０
余年来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丰富实践探索，由于事关“姓资和姓社”问题，成为我们党理

论总结的重点、理论争鸣与探讨的焦点、理论创新的核心素材支撑。为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

们党紧跟实践的步伐，吸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营养、吸收中国化的西方有关

经济学理论营养，兼收并蓄，并加诸原始创新，一步步优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最终形成

了基本经济制度新的总概括。
（二）展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建 设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探 索 持 续 向 前。历 经７０
余年探索发展而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仍然不是发展的终点而是新时代的

起点，其“三个层面”内容的发展、深化与完善不会止步，仍可能会面临若干个阶段性新概括。站在

第一个百年建设目标即将收官、第二个百年目标建设快马加鞭的历史关头，展望未来，为了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基本制度保障，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

构性变迁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三个阶段性目标：
到２０２１年建党１００年，积极稳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推进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健全体现效率、促进

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基本定型；
到２０３５年，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成、民营企

业充满活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基本成熟，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基本实现现代化；
到２０４９年建国１００年，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全面完成，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全

面成熟，收入分配格局全面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实现现代化。□

参考文献：

１．程恩富，王朝科．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Ｊ］．前线，２０２０（５）：２５－２９．

２．荣兆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学理逻辑研究［Ｊ］．经济学家，２０２０（４）：５－１５．

３．高永，丁堡骏．准 确 地 理 解 对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新 概 括［Ｊ］．世 界 社 会 主 义 研 究，２０２０，５（２）：１３－

１７＋９３．

４．方敏．基本经济 制 度 是 所 有 制 关 系、分 配 关 系、交 换 关 系 的 有 机 统 一［Ｊ］．政 治 经 济 学 评 论，２０２０，１１（２）：

５９－６６．

５．张晖明．从制度建构的系统性和功能实现的动态性加深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的概括表述［Ｊ］．政治

经济学评论，２０２０，１１（２）：３５－４２．

６．王朝科．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必然和实践必然［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１）：１１－１５．

７．周泽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体制保障［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１）：１６－２１．

—８２—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　第９期　



８．杨虎涛．国家治理与基本经济制度协同演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Ｊ］．学习与实践，２０２０（２）：５－１７．

９．于树一，李木子．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分 配 制 度 改 革７０年：理 论 共 识 与 实 践 合 力［Ｊ］．山 东 社 会 科 学，２０１９
（１０）：１１６－１２１．

１０．葛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探索与体系创新［Ｊ］．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２０，１１（２）：２２－２７．

１１．陆立军，王祖强．社会主 义 初 级 阶 段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酝 酿、形 成 和 发 展［Ｊ］．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学 报，２００２（１）：

４７－５１．

１２．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中 国 人 民 的 伟 大 创 造［Ｊ］．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２０，３４（１）：２０－２６．

１３．蒋永穆，卢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Ｊ］．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０（６）：８７－９３＋１９２＋２．

１４．王一鸣．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６－０４．

１５．李正图．我国所有制制度变迁研究［Ｊ］．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５）：１３－２０．

１６．李正图．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政策的结构性变迁［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０８（９）：３６－

３９＋４３＋８４．

１７．马立政，彭双艳，李正图．基本经济制度指标体系研究［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９）：１８－３３．

１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６１．

１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３７．

２０．刘鹤．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Ｊ］．中国金融家，２０１９（１２）：２１－２４．

２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１６．

２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８６．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６２．

２４．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９５．

２５．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２１４．

２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Ｍ］．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７１．

２７．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３３６－３５０．

２８．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４．

２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１０．

３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４５．

３１．江泽民文选（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０３．

３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１７．

３３．方敏．基本经济制度是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的有机统一［Ｊ］．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２０（２）：５９－６６．

３４．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是 解 放 和 发 展 生 产 力 的 历 史 要 求［Ｊ］．政 治 经 济 学 评 论，２０２０（２）：

３－９．

３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５９１－５９２．

３６．Ｒ．科斯，Ａ．阿尔钦，Ｄ．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３９７．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ＮＧ　Ｓａｎ－ｌｅ１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ｋｕｉ　２

（１．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３０００３；

２．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３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ｈａｓ

—９２—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　第９期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ａｃ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ｍｏｄｅ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ｏｌｉ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ｅｓ

（上接第１８页）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ｌｉ＇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ＸＵ　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０２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ｔｒｙ，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ｌ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ｗ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ｒｙ，ｈｅ
ｕｓ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ｌ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ｔ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３—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　第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