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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为补充”。“补充”一词意味着占比较小。邓小平在1985年8月28日的谈话

中,关于 “主体”和 “补充”做了这样的说明: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这些

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①。“主体”就是 “主角”,“补充”就是 “配角”。私有制

经济发展后,认为不应当只当配角。于是有些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的学者,主张取消

“补充”一词,只讲共同发展。但是,不当配角,就是要与公有制这个主角平起平坐,

也成为主角。试想,如果公私两家都是地位一样的两个主角,还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

么? 如果认为讲 “补充”占比太小,也可考虑一个占比较重的概念。比如,可以换为

“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辅体”。这样依然是公有制为主角。但简单取消 “补充”,

传递给人们的信息就是,要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让私企也做主角。于是有的省委书

记提出对待非公有制经济要放手、放开、放胆、放心地去发展。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

形成重私轻公的思想,把扩大私资占比作为改革的成绩。还在改革的一个时期,听任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不少国有经济变成私有。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在一定程度

上发生了逆转。这类问题值得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反思。

应当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历史长期性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刘 伟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需要几代、 十几代、 几十代人持续奋斗

  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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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的历史长期性,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和历

史特征,对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就在于指出了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尽管空想社会主义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质疑和批判,对未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预测,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思

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特别是19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欧

文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更是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但受

时代的局限,其理论本身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缺乏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撑,主要受唯心主义和旧式唯物主义支配,对历史发展规

律难以作出科学的阐释,难以阐释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历史路

径,使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陷入空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哲学

上的辩证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上的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空想

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发展。①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发

现并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长期性,社会主义事业从空想到科学的重要特征,也在

于实践上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特征的认识。在 《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

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向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长期性和复杂

性,指出,“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

间才能逐步完成 (这是经济改造)”,因为, “目前 ‘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

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被 ‘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

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 ‘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 ‘农奴制经

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②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本身的发展,只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历史过程,而不取决于人们的

主观愿望,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身作为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其历史的长期性和艰巨

性,正如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

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

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

会的痕迹。”③ 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完成,必须实现一系列的历史

①
②
③

中宣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 199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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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特别概括了这些主要标志,比如,“迫使人们奴隶

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

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

源泉都充分涌流”;① 总之一切社会的发展和个体人的全面自由成长高度统一,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显然,这将是极为漫长的历史进程,对于这种长期性的认识,只能在社会主义事

业艰苦实践中逐渐加深。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便是对这种长期性、

艰巨性认识深化的集中体现,是在总结长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历史实践中逐渐深化的。改革开放初期围绕,我们长期以来坚持和

建设的是不是社会主义,进而中国改革开放能不能甚至应不应当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再

进一步,若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那么应当坚持怎样的社会主义,等等,产生了深刻的

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我们党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识,即我们以往坚持

的和今后仍然坚持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方向,但并非与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说的完全相同的

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一系列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特征的社

会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被写入了1981年中共

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后来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

会决议中多次得到强调。党的十三大报告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客观性、特点、

任务等作出了系统的阐释。党的十五大报告则更进一步论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

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

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

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

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③ 可以说,我们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共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认

识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 436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参见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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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人民

网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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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中,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

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长期性。正如邓小平所说: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

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

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① 党

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

史任务。”② 《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

人、几十代人持续奋斗。”③ 强调的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空想和掉以轻心等许多非科学的态度,重

要的原因便是源于对这一伟大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不足。

二、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

经过艰苦努力, 尚有漫长的历史进程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上规

定了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事业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且即使是作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也还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需要

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

应当说经过长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得到

了显著提升。GDP总量2017年达到82.7万亿元人民币,较改革开放初期按可比价格

计提升30多倍,按汇率法折算达1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15%左右,从改革开

放初期占全球1.7%左右列第11位,上升为第二位 (2010年起),与世界第一大经济

体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从改革开放初期相当于其6.3%上升至相当于其63%左右,

人均GDP的水平从初期1978年的不到300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8000多美元,从初

期的贫困状态上升至温饱 (1998年),再上升至上中等收入阶段 (2010年)。经济规模

和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经济质态和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

1978年70%以上降至2017年的27%左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近50%,成为首要吸

①
②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 380页。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

11月19日。
习近平:《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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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就业的产业,产值占比已超过50%,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开始具有 “后工业化”特征。

工业制造业获得了显著发展,自2010年起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制造业国家,

工业化进程已进入到后期加速阶段。相应的社会城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乡化率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7% (按户籍)上升至57%以上 (按常住人口),进入到城市化加

速期 (30%至70%之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改革开

放初期的60%以上 (城镇58%左右,农村67%左右)降至2017年的30%以下 (城镇

27%,农村32%),进入到联合国规定的富足阶段,① 等等。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看,

我国2016年为8250美元,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6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95位,不仅低

于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 (12235美元),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0000万美元以

上)。更是远低于高收入国家 (70个)平均水平 (41000美元以上)。据预测,若我国

经济发展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则在第一个百年目标 (2020年)实现时能接近或达

到当代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起点水平 (2016年为12235美元),在第二个百年目标

(2050年前后)实现时能够赶上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2016年41000美元以上),就

经济增长而言,我们还有很长追赶距离。

从产业结构高度上看,与美国相比较,2016年美国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依次为

1.2%、20.3%、78.5%,我国则分别为9.3%、43.3%和47.4%;美国三大产业就业

比重依次为1.1%、20%、78.9%,我国则分别为27.7%、28.8%和43.5%。结构高

度差距显著,即使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比,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和产值大多在

70%以上,而我国现阶段均还不到或只能说是接近50%;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的产值

和产业比大多在5%左右,而我国则显著高于这一比重 (产值9.3%,就业27.7%)。

假定我国在今后的发展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平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则

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现有的结构高度。

从人类发展指数 (HDI)水平看,即从包括出生预期平均寿命、受教育程度、人

均收入等指标综合水平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公布的2015年数据,我国

人类发展指数在统计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90位,也处于中等水平,尽管提高很

快。1990年我国HDI值为0.499,为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2001年达到0.6,成为中

等水平国家,2015年达到0.738,其中出生预期平均寿命为76岁,预期受教育年限

① 按联合国标准,60%以上为贫困,40%以上为温饱,30%以上为小康,20%以上为富足,20%以下为

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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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年,平均受教育程度7.6年,人均GNI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为13345美元,

进入高水平阶段,但与一般发达国家的极高水平阶段相比 (HDI值大于等于0.8),仍

有巨大差距,与主要发达国家的 (HDI值0.9以上)差距则更为显著。①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看,我国地区间差异显著。按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水

平来比较,我国内地的北京、上海、天津市和江苏、浙江两省已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

人均GDP水平已达14974美元,占全国人口近15%,GDP总量占25%左右。而其他

26个省区总体上仍属上中等收入地区,人均GDP为7432美元,相互间相差两倍左

右。而且在上中等收入地区内部25个省区间相差也较大,最低的甘肃省人均GDP仅

为4153美元与25个省区平均值相差3279美元,与高收入的北京市相比相差4.28倍。

从城乡差距来看,二元性特征明显,以2016年数据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农村居民的2.72倍;从不同地区收入水平比较看,存在差距重要的原因在于城乡差

距,若分别观察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单纯看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大多年份在0.4之

下,单纯看农村居民也大多在0.4以下,但城乡混合看则长期在0.4以上,多数年份

在0.45以上,其中重要的发展性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还可以列出许多指标,表明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进而说明我国现

阶段仍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效率水平相差较大。据测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

到发达国家的20%,工业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到发达国家的50%,全要素生产率不到

美国的50%,甚至低于韩国的水平,等等。经济发展上的这些差距和发展阶段性特征,

一方面表明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生产力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无论是社

会经济基础巩固还是上层建筑建设,我们所进行的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

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仍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同时我们所建

设的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以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来证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清醒认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我们正确

客观地认识国情,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伟大事业的历史规

律,进而更加科学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① UNDP从1990年开始公布 HDI值,其划分基本分界点为低水平 HDI值小于0.550,中等水平为0.550-
0.699,高水平为0.7-0.799,极高水平为0.8以上。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纽约: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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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仍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经济发展而言,作为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民经济,客观上规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仅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与马克思经典

作家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更是相去甚远。那么当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赶上当代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2050年前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我们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否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应当说,根据科学

社会主义的理论,即使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但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及历史逻

辑,我们即使在经济发展方面上赶上发达国家,也还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逻辑进程上是远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且社会主义生

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总体替代和否定应是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只要

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就表明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仍处在初级阶段。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 (几代则至少上百年,十几代至少

数百年,几十代则至少上千年),那就绝不是仅仅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赶上当代发达国

家水平,就算实现了的事业。若以经济发展能否赶上当代发达国家的水平作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完成的标志,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曲解。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清醒的

认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统一性和客观历史长期性,

是科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段,就必须努力坚持和遵循社会主义初级段的

发展规律,比如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段的艰苦探索中,概括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即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应是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的。① 邓小平同

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里所说的 “一百

年”并非具体实数,而是指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地指出,“全

① “必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

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参见江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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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

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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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

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①。又比如,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应是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多种所有

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这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特别是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事实,凝炼出来的需要在整个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坚持的 “一项基本制度”,② 应 “长期坚持”,“毫不动摇”。③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 逄锦聚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开

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新篇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发展及其意义,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继续推进以经

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 伟大的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

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致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的过程。社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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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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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参见江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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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

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7.html。
“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参见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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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