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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把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分割开来，甚至着意断

章取义的问题，本文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视角，对在市场手段运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

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三个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市场手段的运用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不能否定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排斥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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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两个论断不可分割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

济手段的论断，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属

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认识，成为我国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 以往对邓小

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论断的研究，
没有将其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

联系起来，甚至新自由主义信奉者着意断章取

义，断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进而主张

实施市场经济改革就要实行私有化和政府不

干预经济。 鉴此，本文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

本质的论断视角，对在市场手段运用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三

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市场手段的运用要服务和
服从于社会主义

针对长时期内主流意识把计划经济当作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把市场经济当作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阻碍着市场

经济改革这一关键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提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的论断，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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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373)这一论断终结了关于市场

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解决了事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 基于这

一论断，中共十四大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

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的

伟大创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要求

市场手段的运用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

本质的内在要求。 有些人在对邓小平关于计划

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论断的认识上，存在片面

性，把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和市场与服务和服

从的目标分割开来，没有把经济手段与社会主

义本质要求的目标有机联系在一起。 既然计划

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那么，无论是计划还是

市场，都应当有其服务和服从的目标。 这个目

标即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所揭示的关于社会主

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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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p.373)作为

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内在要求的市场

手段，其运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一方

面，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1985 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

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问题是用什么方

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过去

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

意义上说，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

展。 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

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 [1](p.148)邓小平南

方谈话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

放生产力” [1](p.370)的论断，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作为社会主义本质之一，还将“是否有利于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各方面工

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这些都表明，邓小平关于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 一方面，包

含了市场手段的运用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以“消灭剥削，消除两

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落脚点。 邓小平

南方谈话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

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

一条。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pp.370-

371)他还强调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

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

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 [1](p.374)既然市

场是经济手段，那么市场手段的运用就应当服

务和服从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

本质的内在要求。
市场手段的运用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

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这就与排除限制资本横暴

制度，服务和服从于全球资本主义化，最终建

立起由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导的 “全球一体

化”秩序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市场手段的运用不能否定
基本经济制度

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的基础。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

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

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2](p.306)基于生产资料占

有状况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要避免两极分化，就必须巩固和完善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 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资本处于

控制地位，不仅廉价雇佣劳动力，还“绑架”政

府，从政府那里获得多种政策性资源的偏斜性

支持，如美国政府在近年发生金融危机时用纳

税人的钱救助富豪掌控的大公司，为垄断资本

的全球化扩张铺平道路，这些都使得资本愈加

集中， 致使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自 2009 年以

来， 美国年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的富人增加

18%，最富有的 1%的人口拥有 42%的财富，最

富有的 5%的人口拥有 70%的财富， 社会财富

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日渐明显。 [3]这种资本集

中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都是 99%”
也就成为抗议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贪婪与不

公平占有运动的标志性口号。 这也从实践的层

面证明，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
任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经济，实质是偏

袒资本势力乃至放任资本横暴，劳工和弱者利

益也就难以保障， 两极分化也就成为一种必

然。 实践不断证明，不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断然

不能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
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

段的论断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能

将其理解为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市场化，进而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985 年

9 月 23 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

制度的自我完善。 ”他还明确指出：“在改革中，
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有计划地

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 鼓励一部分

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

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 达到共同富裕的目

的。 ”[1](p.142)同年 10 月 23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

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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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加强公有制经济与吸收外资和允许个体

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

两条， 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

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

两极分化。 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
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 相

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

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

力，加强公有制经济。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

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1](p.149)邓小

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

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

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

处嘛！ 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只要我们头

脑清醒，就不怕。 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

业， 有乡镇企业， 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

里。 ”[1](pp.372-373)这既指出我国大胆引进外资的信

心来自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客观现实，也

提出要有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清醒头

脑。 这些都给实施运用市场手段的改革指明了

方向，即要牢牢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新自由主义主张实施市场化改革必须实

行私有化，是基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判断。 然而，说市场经济完全排斥公有制，无论

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难以成立的。
从理论上分析，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

容， 不在于企业产权的公有还是私有性质，而

在于企业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西方经

济学家萨缪尔森对此都予以确认，认为市场主

体的最基本特征是自负盈亏，只要分清了企业

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实现真正的自负盈亏，就

可以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而与其所有制

性质并无直接关系，公有与私有都是没有区别

的。 [4]换言之，公有制企业尽管与私有制企业在

所有制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其市场主

体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探索适应

市场经济要求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现阶段公有

制企业已不是改革前那种没有经营自主权的

组织，已成为产权清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

市场主体，即在市场主体地位上与私有制企业

是一致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公有制企业

已很完善，还应当深化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

的要求。
从实践上分析，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可以

相容的。 西方经济学家科斯对此都没有予以否

认，他分析说，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

系是以私有制度已经存在为假定前提的，这就

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唯一前提的结

论。 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

础上的市场经济做出证伪。 所以，科斯提出，如

果中国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才是

真正的中国特色。 [4]就我国实践而言，公有制企

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而实现健康

发展， 已经证明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

合，同时证明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是

一个理论误区。 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

这一伟大创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愈加

宽广。

三、市场手段的运用不能排斥政府
在发展经济中发挥作用

关于政府是否应当干预经济的问题，学界

有不同的主张，也有过多次反复，现今仍是存

在较多分歧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过

于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对国有企业通过计划

手段实行直接经营和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经营

自主权和独立经济利益，实际上成了国家机关

的附属，使得企业缺乏活力和积极性。 在国际

上， 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践给

经济带来活力，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危机则对其形成巨大冲击，其统治地

位被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所取代。
1973 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

普遍发生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

问题，使凯恩斯主义受到冲击，新自由主义思

潮在如此背景下重新抬头。 新自由主义是以亚

当·斯 密 古 典 自 由 主 义 思 想 为 基 础 的 理 论 体

系，强调小政府，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

然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而单一运用市

场手段，不仅依然不能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问

题，还由于市场主体的“唯己性”、“利己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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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尤其是资本的主

宰地位必然导致两极分化。2008 年 9 月雷曼兄

弟公司破产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正是新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府不干预经济所带来的

恶果，它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5]巴西前

总统卢拉分析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时说，
造成这场危机的，是蓝眼睛的白人。 [6]这场全球

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运用市场手段时，信仰

市场万能而放弃政府应有的作用，而实行小政

府、去规管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导致灾难。 这次

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

基础———古典经济学所暗含的充分竞争 和 信

息完整假设存在的问题。 林毅夫对此分析指

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很多暗含假设上，比

如充分竞争、信息完整等，这些条件现在需要

重新思考。 [7]实践反复证明，应当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 但又不能迷信

市场，不能什么都交给市场，政府对经济应当

实施必要的干预。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

府对经济实施干预， 不仅要防止金融危机等

风险的发生，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

实现。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作出计划和市场都是

经济手段论断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指

明方向的同时，还在多处强调要发挥政府在发

展经济中的作用，这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

市场经济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主张不同。
在资源配置上，邓小平强调要集中力量办

大事。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在引导投资

和资本积累上发挥作用极其重要。 早期发展

经济学针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而成为制约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问题， 指出政府对经

济不加干预和计划安排， 仅靠市场的自发调

节， 就不可能迅速地积累尽可能多的资本和

促进工业部门的扩张， 因而主张发展中国家

要摆脱贫穷和赶上发达国家， 就应当实施国

家计划，将有限资源较多地配置到工业部门，
以增加资本积累。 我国快速推进国家工业化，
经济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

成就的取得，其原因之一即是发挥了社会主义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1982 年 7 月

26 日， 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谈

“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集中使用

资金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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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16)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集中

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 现

在资金太散。 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

集中统一。 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
没有骨干项目不行。 [8](p.83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进一步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

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

高速发展阶段。 ”[1](p.377) “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

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

建设长过程中， 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
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

的。 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1](p.377)从中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邓小平主张运用市场手

段，同时也坚持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我国的实践表明，市场手

段的运用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可以很好的统

一的，即在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上，一方面要坚持公有制经

济的主体地位和政府对经济实施必要的干预，
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充分让市

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这是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积累的重要经验。

在实现地区间共同富裕上， 邓小平指出：
“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 一部分地区

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

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 ”他还特别强调政府要针对可能产

生两极分化的问题及时改进政策，指出：“解决

的办法之一， 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

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当然，太早这样办也

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

鼓励吃‘大锅饭’。 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这个问题， 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

题，要研究。 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

平的时候， 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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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

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

区。 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

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总之，就全国范围来

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

富差距的问题。 ” [1](pp.373-374)

在制度建设上，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和完善

基本制度， 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

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

加定型化。 ”[1](p.372)他还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

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基本观点。 ”[1](p.379)

在改革试错问题上，邓小平在列举运用证

券、股市等手段的改革时，强调政府要起决定

性作用，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

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
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看

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

是了。 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

一点尾巴。 ” [1](p.373)

在经济社会秩序上，邓小平强调要“两手

抓”，指出：“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

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这两只手都要硬。 打

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

得。 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

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

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 ”[1](p.378)

2008 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受世界金融危

机冲击的影响较小，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好于发

达国家，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都累积了巨

额外汇储备，加之对银行体系予以管制，从而

避免了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较大影响。 这些实

践也印证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实

施必要干预的重要性。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

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9](p.20)这

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为正

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总之，由于运用市场手段所服务和服从的

目标不同，就必然决定了相关制度的不同。 首

先，中国对市场手段的运用是与社会主义的基

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

场化则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在市场功能定位上，中国是要使市场在

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

性作用，政府应当针对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

方面， 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

避免有碍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目标的实现；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自由市

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20 世纪 90 年

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所形成的“华盛顿共

识”， 向俄罗斯和拉美国家开出了以自由市场

经济、私有化、政府不干预经济为主要内容的

“药方”。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陷阱”，俄罗斯在

“休克疗法”中经济快速萎缩，拉美国家则在长

时期内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垄断资

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秩序向前推进，新自由

主义隐蔽的预期目标也就变成了显现的事实。
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将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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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Inseparable Arguments in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alk: Considering that some points that are misconstruing

Deng Xiaoping’s arguments about economic means and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issues about the

use of market-based instruments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like neoliberal viewpoints from Deng Xiaoping

on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perspective, proposed the use of market-based instruments should serve and obey the socialism,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that public ownership is dominant and diverse forms of ownership develop at the same time

cannot be denied, and that government plays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cannot be excluded. (ZHENG
You-gui)
The Significance, Problems and Era Theme of the Mass Line：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ass line is both a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The report of 18th Congress of CPC deploys “for people, pragmatic, honest” a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Party’s mass line educational practice,” because of which strongly reflects and responds to the era of
“outstanding issues,” highlights the Party’s mass line value proposition, work style and the Party’s image, is the Party’s

mass line again advancing with great initiative.（GAO Zu-lin）

The Overall Layout and Systematic Formation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New Period：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political Party of the proletariat, Marx and Engel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letarian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put forward that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s taken as an ideological basis of proletarian party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based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Lenin proposed that th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must be

strengthen from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organizational un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ner-party

supervision. In the practice of leading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based on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theory

of Party construction, combining with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work styl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heory, formed the “five-

in -one” general layout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with safeguard of system, enriching and innovate Marx’s Party

construction theory, greatly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Party construction.（ZHOU Bin ZHOU Jian-chao）

Legal Guarantee for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For Institutionalized Interview i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in unison with the rule of law both in the

content and in the spir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appointment system has promoted and enriched the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rule of law .Th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of law interview

has been increasingly favored to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ecome widely us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mode. Its characteristics of its flexible law

enforce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basic spirit of building a law-based government,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 other

modern ruling ide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t this system also has some systematic deficiencies in

the course of positive development. For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performance, we should continue to perfect

its legal basis, accurately position function, extend startup condition, innovate upon content, strengthen the system security

etc.（ZHANG Fu-gang）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Happy Life —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The report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made clear about struggling goal of

constructing our country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and took the “people’s happiness” as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now on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raised the attention on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question

from the material level to the spiritual level. When we put the spirit happiness of supreme good as a living process of

pursuit, happiness is linked to leisure. Only under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feel-free leisure state, could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be exert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could work and leisure be integrated, could individual get a full

development, and could spiritual happiness be ultimately achieved. Therefore, in the full completion of China’s well-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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