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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与理论

编 者 按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科学总结新中国

成立７０年以来的伟大实践经验，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光荣使命。为了深入总

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经验，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于２０１９年

５月２６日联合举办了 “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研讨会”。我们整理了本

次研讨会中部分专家学者的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

林　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今年我们的新中国已建立７０年。７０年前的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

态，内忧外患交织，生产力发展水平 低 下，国 家 的 工 业 化 可 以 说 还 没 有 起 步，民 族 资

本主义极其弱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远未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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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我国自身的社会条件来看，社会主义在我国并不是承续生产力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的较充分发展而出现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 之 间 的 关 系，似 乎 不 是 继 起 的 关 系。社 会 主 义 对 于 中 华 民 族 来 说，

更像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无

一例外都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实现和发展的。但是，到了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

纪初，对于在此前一个世纪的产业革命中落后的国家来说，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

本主义道路基本被封死。中国是在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的。因此，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替换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全球取得统治地

位，列强已经把世界 瓜 分 完 毕，已 经 形 成 了 以 少 数 西 方 国 家 为 中 心 的 全 球 经 济 体 系。

全球化不是最近二十年才有，全球化可以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和发展的。《共产

党宣言》里面就有关于全球化的非常好的论述。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历史学家

霍布斯鲍姆的 《如何变革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一书里就讲到，马克思

和恩格斯写的 《共产党宣言》里面就阐述了全球化的理论。在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资本

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处在外围和边缘。按照拉丁美洲学派的

一些学者的总结，外围依附于中心，中心通过对资本和技术的垄断来控制外围，外围

或边缘的不发达成为中心国家发达的条件。从鸦片战争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靠政府支持的武装贩毒打开我国的大门，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列强在我国划分势力

范围，占领我国的市场，与军阀和官 僚 买 办 相 勾 结，掠 夺 我 国 的 金 银 和 自 然 资 源，加

速其本国的资本积累。在这种历史格局下，我国是注定走不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通过

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是资本主义强国

所不能容许的。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碰壁

无数，成效甚微。挫折之下，一些先进 的 中 国 人 将 目 光 转 向 马 克 思 主 义，转 向 马 克 思

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最早注意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很有可能是旧民主主义的代表孙

中山先生。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１８９６年在伦敦蒙难被救出来，看到英国生产力这么

发达却有 那 么 多 处 于 赤 贫 状 态 的 劳 动 者，感 到 非 常 荒 谬，跟 身 边 的 留 学 生 说，要 读

《共产党宣言》和 《资本论》，看看里面怎么说的，还要注意社会主义刊物。他在１９２４

年讲新三民主义 时，在 关 于 民 生 主 义 的 演 讲 中，还 专 门 谈 到 马 克 思 的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但是，孙中山没有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

后，特别是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成为中国人民的选择。苏联十月革命的胜

利，给予这种选择以极大的激励。中国人从自己的国家在近代遭受的深重苦难中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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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从西方中心国家的控制和压迫下解脱出来，保障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实现国家

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除了走社会 主 义 道 路，没 有 其 他 通 途。一 句 话：只 有 社 会 主 义 才

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

化的道路，是就我国自身生产力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而言的。但是，全球资本

主义体系之中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矛盾，前者对后者的统治和压迫关系，毕竟是我

国这样的暂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或者说，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

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所包含的中心和外围之间矛盾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社

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来说，又具有继起的关系。光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关系，

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继起关系，也是不全面的。事实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

的关系具有双重性：既是替代的，又是继起的。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国

家，使我们能够摆脱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独立自主地推进我国的工业化

和现代化。在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之后，我们才

有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本钱，才能够和西方国家平等地展开经济交往，进行对外贸易和

投资，通过互利的经济合作，利用发达国家在发展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积

累起来的技术经济成果，逐步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与社会主义的要求相适应的

水平。美国现在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感到恐慌，跟我们打贸易战，从技术上围堵我

国的企业，正好从反面说明我们以前的道路选择对了，确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把我

们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压迫、被统治的关系中带出来，能够使我们真的像毛泽东主

席说的那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边缘逐渐走上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

我们的新中国７０年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

前３０年实行计划经济，后４０年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强调，

不能用后３０年来否定前３０年，也不能用前３０年来否定后３０年。这样讲是有针对性

的。一段时间以来，确实有人用后４０年来否定前３０年，鼓吹现在实行改革开放证明

前３０年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搞错了，中国本来就应该跟在西方国家后面走资本主义道

路。持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中国和世界的近代史，对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也一无所知。有些鼓吹这种观点的 “公知”其实是在配合西方

反华势力对中国 实 行 颜 色 革 命 的 企 图。这 些 人 的 种 种 言 论，不 过 是 西 方 学 者 的 牙 慧。

被某些人奉为神圣的罗纳德·科斯的最后一本书的英文原名就是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ｃａ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这本书用新制 度 主 义 理 论 把 社 会 主 义 中 国 的 改 革 总 结 成 了 搞 资 本 主 义。

将自己是科斯的学生挂在嘴上的某个香港人， “在马克思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根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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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据说也学他老师的样，正在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总结成通向资本主义之路。在这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眼里，共和国的前３０年共产党

一件好事也没干。但是，如果没有前３０年奠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

有前３０年的艰难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就不会有后４０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对

于我们共和国的前３０年，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即便是被某些人视为万恶之

源的集中计划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工业化也是起过巨大推进作用的。在建立

之初的新中国，不存在现代工业体系，有的只是零零星星的面粉厂、铁工厂、火柴厂、

纺织厂。要在这个基础上，依靠既有企业的逐利行为，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发展出一

个现代工业体系，没有个几百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是国家不会遭

受外部干涉，不存在外敌入侵的 威 胁，国 家 不 会 沦 为 帝 国 主 义 的 附 庸。事 实 上，背 负

民族复兴的紧迫任务的共产党人，当时面对的是绝非良好的国际环境，因而没有重复

英国走过的那种自下而上的 “曼彻斯特道路”的可能。中国的工业化是执政的共产党

人自上而下发动的。在一个个行业和部门都要从无到有建立的情况下，工业部等经济

管理机构的设置必须先于生产企业的建立。千千万万的企业是由这些管理部门一个一

个建立起来的，数以亿计的工人、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是由这些管理部门从先前的农民

中训练出来的。这种 创 建 活 动 所 需 资 源 是 通 过 中 央 计 划 机 构 集 中 起 来、分 配 出 去 的。

靠着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的

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结构和人民的需要都比较简单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的运转是顺

畅的，成效也是显著的。只是到了经济结构较为复杂，人民的需要由温饱而变得多样

时，计划经济就不灵了，出现了信息问题，为革命激情所抑制和掩盖的利益和激励问

题也凸显出来，经 济 运 行 机 制 变 得 僵 化 低 效。这 时，市 场 导 向 的 改 革 就 提 上 了 日 程，

改革开放成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后４０年发展的推动力。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工业

化和现代化由自上而下的发动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扩张和发展。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的发

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是统一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互相衔接、不 能

分割的两个发展阶段。我 国 在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下 的 这 种 发 展 进 程，是 西 方 经 济 学 所 无

法解释的。但是，不仅 西 方 某 些 学 者，而 且 我 国 一 些 所 谓 经 济 学 人，总 是 试 图 将 我

国活生生的现实硬塞进他 们 自 己 的 理 论 框 架，想 要 将 中 国 的 实 践 变 成 他 们 的 错 误 理

论的案例。对于其中包藏的不良居心，我们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