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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改革４０年历程发现，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出

现了一个中周期和三个短周期。改革周期性变化规律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改革作为生产关系的变

革和调整，必须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运动规律，再加之我国改革采取了渐

进式改革的方式，这就使生产关系的变化具有了阶段性特征，并引起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变

化，形成了改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高度吻合。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

有重要的意义：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恰是改革最佳窗口期；改革进入新周期，才能孕育经济运行

新周期；激发人民的改革激情与活力，才能推动改革周期性运动；加强顶层设计，才能推动改革

全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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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实践４０年的巨大成功，验证了中国改

革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 革 的 新 实 践，
要求改革理论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因而总结４０年改

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运用于新时代的全面深化

改革，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我国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回顾我国改革４０年的发展历程，改革 呈 现 出

明显的周 期 性 变 化 规 律。这 突 出 表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面：
第一，改革决定的周期性出台。从党的每个重

大改革决定出台的时间间隔来看，中共中央先后出

台了１９８４年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决

定》、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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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 《中共中央关于

完善社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若 干 问 题 的 决 定》和

２０１３年 《中共 中 央 关 于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若 干 重 大 问

题的决定》四个重大改革决定，并因此引发了先后

四次改革浪潮和相应的生产力快速发展。分析中共

中央四个重大改革决定出台的时间就会发现，每个

决定发布 间 隔 的 时 间 分 别 为９年、１０年、１０年，
呈现出改革深化每９年～１０年一次的周期性变 化

规律，或称为中国改革周期。
第二，改革周期促成经济增长周期。从我国经

济运行的周期波动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运

行大致经 历 了 三 个 周 期 性 波 动：第 一 个 周 期 是 从

１９８１年的谷 底 上 升 到１９８４年 的 峰 值 再 回 到１９９０
年的谷底；第二个周期是从１９９０年的谷底上升到

１９９２年的峰值再回到１９９９年的谷底；第三个周期

是１９９９年的 谷 底 上 升 到２００７年 的 顶 峰，然 后 从

２００８年世 界 金 融 危 机 后 经 济 的 持 续 调 整 和 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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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三个经济增长周期经历的时间发现，每个周期

大约都是９年～１０年，符 合 经 济 周 期 的 一 般 变 动

规律。①如果把９年～１０年的改革周期与９年～１０
年的经济增长周期对比会发现，我国的改革周期和

经济周期存在高度耦合关系。这体现为改革是经济

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一次次的改革深化，就不会

有４０年改革的巨大成就。
第三，经济增长周期孕育改革周期。从中共中

央每一个重大改革决定出台的时间节点来看，每一

轮改革的启动基本都是发生在国民经济运行进入调

整和谷底 阶 段，如１９８１年 经 济 增 长 从１９７８年 的

１１．７％降到了５．２％的低谷，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中

共中央在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肯定了农村

实行的各种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

制，农村改革 全 面 启 动，１９８３年 进 一 步 肯 定 联 产

承包制是我 国 农 民 的 伟 大 创 造，１９８４年 就 出 台 了

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即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农村改革的经验向城市推广，
形成全国性的第一次改革浪潮。当改革启动时，经

济增长速度迅速提高，１９８４年 达 到 了１５．２％的 本

周期高点。经过５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新体制的红

利逐 渐 衰 减，经 济 增 长 速 度 逐 步 跌 入 １９９０ 年

３．８％的谷底。面对经济发展的困难，１９９２年邓小

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改革，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酝酿形成了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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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经济增长速度就达到了１４．２％的本周

期高点。同样经过５年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

受亚 洲 金 融 危 机 和 周 期 规 律 的 叠 加 影 响 下 行 至

１９９９年７．６％的本周期谷底。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的冲击和国 内 产 能 过 剩 的 压 力，２００１年 我 国 加 入

ＷＴＯ，开启了参与经济全球化 的 新 征 程，催 生 了

２００３年 《中共 中 央 关 于 完 善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形成新一轮的发展周

期，直到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严

重冲击，经济 下 行 压 力 加 大。２０１２年 经 济 增 长 率

出现破８，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发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开启了新一轮的

全面深化改革。可见，改革都是被倒逼出来的。
第四，改革 周 期 与 经 济 增 长 周 期 二 者 互 为 因

果。从改革的目的来看，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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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要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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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

其得失的根本标准。［１］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 出，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

及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

展马克思主义。［２］因此，改革必须置于发展的 框 架

中，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经济

增长跌入低谷时，改革就开始酝酿形成，并启动一

轮改革浪潮；而每一轮改革的启动都会带来５年左

右的快速发展期，从而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目的。但当改革不能有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
经济增长就会放缓进入调整期，从而孕育新一轮的

改革。

二、我国改革周期性变化规律的理论解释

中国改革之所以会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特

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是变革那些不适应

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因而改革属于生产关系变

革的范畴，这就意味着改革并不是随意的、任意的

主观行动，而必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规律的客

观运动。也就是说，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是由生

产力发展变化规律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

的运动规律，当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

候，变革生产关系就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

要求；当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

之后，生产关系就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生产力则成

为最活跃的因素。这就意味着，生产力总是不断发

展变化的，而生产关系则具有阶段的稳定性。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直遵

循着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向前演进。

２３

① １８６０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就提出了９年～１０年的经济周期。经济学家熊彼特１９３６年提出经济周期分为长周期、

中周期和短周期，每一个长周期包括６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３个短周期。短周期约为４０个月，中周期约为９年～
１０年，长周期为４８年～６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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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经济制度而言，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革命。
就某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成熟而言，虽

然其基本制度的本质规定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具体的生产关系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阶

段性的变革，大致可以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

期三种不同的周期性变化。就长周期而言，如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的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将经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变革。就中周期而言，
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生

产关系将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从富起来到强起

来两个不同阶段的变革。就短周期而言，在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的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具

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它也会随着生产力发展的要

求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革，表现为经济体制机制的

阶段性变化。
依据以上生产关系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我们就

可以对４０年来我国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做出如

下两点结论。
第一，改革４０年来，我国改革 经 历 了 一 个 中

周期和三个短周期。中周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实现

富 起 来 的 发 展 阶 段；三 个 短 周 期 分 别 为１９８４－
１９９３年的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时期、１９９３年 开

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２００３年以参

与经济全球化为新特征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时期。
我国改 革 出 现 中 周 期 的 根 本 原 因 在 于，经 过

４０年的改革 开 放，我 国 实 现 了 从 站 起 来 到 富 起 来

的伟大飞 跃，稳 居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人 均 ＧＤＰ
超过８　０００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成为中高收入

经济体，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在强

起来的新发展阶段，虽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地位没有变，但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由此决定了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就必须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三大关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新发

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发展新动

能。显然，以往支撑高速增长的发展理念、经济体

系和发展动能都将不适应、不支撑新时代的高质量

发展，这就需要按照新时代的新发展思想、新发展

理念、新经济体系、新增长动能的要求，全面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制度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和体

制机制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改革开放，就

没有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强国目标。所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 招，是 决 定 实 现 “两 个 一 百 年”发 展 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３］由 此 可

见，当经济发展阶段发生转变时，旧的生产关系已

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就需要通过改革开

放构建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经济体制机制。这是改

革随着发展阶段转化而变化的一般运动规律。
我 国 改 革 出 现 三 个 短 周 期 变 化 的 根 本 原 因 在

于，我国的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采 取 了 渐 进 式 改 革 的 方

式。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只有 “摸着石头”
在不断试错中才能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才

能形成科学的改革理论。这就决定了改革只能是一

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变化特征。例如，对市场作用的

认识就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创新，即从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

业，再到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直至上

升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正是这种对改

革认识的阶段性，决定了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进而

决定了改 革 的 周 期 性 变 化。二 是 改 革 目 标 的 阶 段

性，相应改革的政策措施也就具有了阶段性，这就

决定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解放和促进作用也具有

阶段性，即当改革启动时，新的经济体制迅速解放

生产力，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当经济体制改革的红

利逐步释放出来后，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受到改革不

到位的制约，从而经济增长放缓，又呼唤新一轮的

改革，形 成 生 产 力 波 动 发 展 决 定 的 改 革 周 期 性

变化。
第二，不论改革的变化呈现为中周期还是短周

期，改革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引起

的。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各因素中，人是最活

跃、起能动作用的因素，因而推动改革不断深化，
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改革既然是

生产关系的调整，那么就会带来利益关系的重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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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受益者就会支持改革、拥护

改革、推进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

持续深化改革，动力强劲，主要是因为不仅找到了

“摸着石头过河”的 渐 进 改 革 方 式，使 我 们 在 “不

断试错”中找到改革的正确道路和方向，而且还正

确地解决了 “谁”来 “摸石头”的关键问题。这首

先就是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汇聚成强大的改

革动力。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开

始的，源头就是１９７８年小岗村１８户村民的自觉改

革行动，这成为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一个标志。
所以，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４］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

民的首创精神。［３］

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还必须与党的正确领导

相统一，才能形成改革的强大动力。例如，小岗村

村民的自发改革，只有在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中共中

央批转的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认为是社会

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以及１９８３年中共中

央进一步肯定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

的伟大创造的情况下，才以燎原之势在全国掀起农

村改革大潮。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应当相

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如果 怀 疑 这 两 条 原 理，那 就 什 么 事 情 也 做 不 成

了。［５］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
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

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

的指导。［６］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改革开放是 人 民

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所以，必须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紧紧依靠人民推进

改革开放。［３］

三、我国改革周期性变化规律的新时代价值

改革的周期性规律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

有特别重要 的 意 义，这 也 是 我 们 纪 念 改 革 开 放４０
周年最主要的目的所在，突出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经济面临下行调整期，恰是深化改革最

佳窗口期。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一是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经过４０年

的改革，好改的和容易改的基本都改完了，现在剩

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另一方面这一轮改革是全面

深化改革，既是对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还要

将经济体 制 改 革 置 于 政 治 体 制 改 革、社 会 体 制 改

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等整体系统改革

中加以推 进，实 现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与 其 他 改 革 的 协

同、协调，从 而 产 生 整 体 效 应，因 而 改 革 的 系 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越来越高。二是改革与经

济转型叠加，形成体 制 和 经 济 的 “双 转 型”。这 就

要求一方面改革不能沿着原来促进高速增长的发展

思想和框架向前推进，而是要遵循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思想和框架的要求，设计有助于推进经济转型的

经济体制和机制。这就使改革不再是对原有体制机

制的进一步完善，而是要创新性地全面改革，构建

新体系、新机制。另一方面要求经济转型要为体制

转型创造必要的空间和条件，比如经济转型形成的

新经济体系和新增长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就可以强有力地推进改革的深化，但目前新增长动

力不足却形成了对改革深化的制约。三是国际国内

各种矛盾的多发易发，特别是以中美贸易战为开端

的美国对我国发展的遏制，以及出现逆经济全球化

发展的势头等，都使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环境更加

不稳定、不确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与

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要依据现阶段发展、稳

定的具体要求安排相应的改革，既不能滞后也不能

超前，从而对改革的优先次序做出科学的安排；另

一方面要依据现阶段发展、稳定的具体承受能力安

排相应的 改 革，既 不 能 不 顾 承 受 能 力 盲 目 加 快 改

革，也不能惧怕困难使改革裹足不前，从而对改革

的力度大小做出科学选择。
纵观中国４０年的改革史，每一次改革 的 启 动

都是发生在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和挑战之后。今天中

国经济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处

在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期。跨过去，中国

就将成为现代化国家；跨不过去，中国就会遇到更

大的麻烦。据世界银行统计，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

２００８年，世界上 共 有１０１个 经 济 体 进 入 中 等 收 入

阶段，但只有１３个经济体顺利跨越 “中等收入陷

阱”，而且这１３个经济体都是区域和人口小国，并

大都得到 美 国 等 发 达 国 家 的 支 持 和 保 护。由 此 可

想，中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是何等的艰难？但

是，历史和经验反复证明，面临的困难越大，挑战

越大，改革就越容易达成共识，改革的大潮就将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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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而来。这是因为，改革是各种重大利益关系的调

整，这就会使有的人在改革中受益，有的人的利益

则可能受损，因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推进改革，
都主动参与改革。可是，当我国经济运行达到不改

革就无法发展，不发展就会使各种矛盾凸显甚至激

化的时候，改革就容易在各个群体间达成共识，就

容易深化改革，并获得巨大的改革红利。
第二，改革进入新周期，才能孕育经济运行新

周期。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的主体框架基

本确立，并有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经济保持 中 高 速 增 长，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 平 均 增 速 达

７．２％，高于同期世界２．５％和发展中经济体４％的

平均增长水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快速

增长，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年均实际增长７．４％，快于同

期ＧＤＰ增 速 和 人 均 ＧＤＰ增 速；就 业 持 续 稳 定 增

长，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城 镇 新 增 就 业 连 续 四 年 保 持

在１　３００万人 以 上。但 是，经 济 运 行 进 入 高 质 量 发

展的轨道对 进 一 步 深 化 改 革 提 出 了 极 为 迫 切 的 需

求，主要体现在：一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下行压力

必须加快改革。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最主

要原因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动能逐渐失速，而拉动

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处在快速成长期。据国家发改

委的测算，２０１５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拉动ＧＤＰ增长

仅有约１．４个百分点，如果完成到２０２０年 战 略 性

新兴产业比重比２０１５年翻番的发展目标，我国就

可以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的轨道。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二是到２０２０年形成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经济制度必须加快改革。我

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在建党一百年时，形

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

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更好地发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从现在到２０２０年仅剩下２年多一点，时间紧、
任务重，改革必须只争朝夕、时不我待。三是推进

经济转型必须加快改革。经济转型是我国跨越 “中
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加快改革，建

立起一套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形

成经济转型的强大内生驱动，经济转型才能最终取

得成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广东团讨论

时所说的：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道路，新旧动能

不能顺利转换，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只能是

大而不强。［７］

第三，激发人民的改革激情与活力，才能推动

改革周期性变化。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

进一步强化人民的改革主体地位。一是改革要紧紧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因而必须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

一切运动都 是 少 数 人 的 或 者 为 少 数 人 谋 利 益 的 运

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

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８］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

来看，改革要做到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就必须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对资源

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

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下，任何一项改革举措，广

大人民群众对其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既可以

用手投票，也可以用脚投票。当广大人民群众对某

项改革举措支持和欢迎时，就会积极参与其中，成

为改革的奋斗者、推动者和拥护者。例如我国在深

化改革中要求始终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就得到

了广大企业家和创业者的积极响应，增强了他们战

胜困难的信心。相反就可能成为旁观者，甚至抱怨

者。二是改革要时刻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改革的动

力源必 须 是 内 生 的，这 样 才 能 源 源 不 断、长 久 不

衰。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讲，这个内生动力主

要来自人民群众对利益的关心和追求。因此，必须

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使改革成为人民群众自身的事

业、自觉的行动。三是改革的成果必须由广大人民

群众共同分享。只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就

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导

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６］从跨越 “中等收入

陷阱”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凡是收入差距过大

的经济体都陷入了 “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既然改革是为了人民，要依靠人民和改革成果

由人民共享，那就决定了以下三点。一是判断改革

成败得失和改革措施取舍的主体是人民，对此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

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

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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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判断改革成败得失和改革措施取舍的标准是人民

是否满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终把

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

不赞成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与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升综合国力的目的都是为了

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日益充实、更有保

障和更可持续，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三是判断改革成败得失和改革措施取舍的出发

点是人民的利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从人民利

益出发谋划改革思想，制定改革举措。［１０］

今天我们断定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
就是因为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的经济和人民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４０年年均增长

９％以上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 “中

国奇迹”；综合国力大 幅 提 升，稳 居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

外汇储备国；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１９７８年

的３４３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６　０００多元，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 入 从１９７８年 的１３４元 增 加 到２０１７年 的

１３　４００多元；我 国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从１９７８年 的７．７
亿人减少到２０１７年３　０４６万人，贫困人口减少７．４
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近１　９００万人，农村贫困发生

率下降了９４．４个百分点；社会消费零售总额２０１７
年达到了３６６　２６２亿元，基本与美国持平。也正因

为此，改革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

积极参与，成为推进改革周期性变化的强大动力。
第四，加强顶 层 设 计，才 能 推 动 改 革 全 面 深

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从而既要 “摸着

石头过河”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实现改革的人民主

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这就需要积极推进国家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强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来

看，加强党的领导，一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我国的改革开放突破了

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相联系的传统理论，创新性地

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其他发展

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就在于：既发挥市场对优化资

源配置的体制机制优势，又发挥了公有制所具有的

制度优势，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既是改革开放４０年的

成功经验，也是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

自信。二是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实现强国目标，
需要统筹 推 进 “五 位 一 体”总 体 布 局，协 调 推 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不仅要求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还要同时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

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改革的方

式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设计、统筹设计，增

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只有这样才能

建立起 系 统 完 备、科 学 规 范、运 行 有 效 的 制 度 体

系。三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实施 “放管服”改革，减少

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
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配置。政府 的 职 责 和 作 用 主 要 是 保 持 宏 观 经 济 稳

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

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

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要全面清理政府审批事

项，积极构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解决政府的 “越
位”和 “缺位”，形成强 有 力 的 有 效 率 的 法 治 型 政

府、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因此，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

的不是取消政府，而是在国家正确领导下通过自觉

革命有效推 进，这 就 要 有 “壮 士 断 腕”的 勇 气 和

“背水一战”的决心。
加强党的领导之所以能够与人民的改革主体地

位有机统一，主要因为：一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决定了我们党没有自

己的特殊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

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

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

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４］从而要求共产

党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

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

团的利益出发。［４］二是由党的决策机制决定 的。由

于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凡属正确

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 中 去。［４］习 近

平总书记把党的这一群众路线提高到，是我们党的

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１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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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在制定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时，广

泛倾听人民的呼声，以人民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以

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切身利益为目的，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落

实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时，能够得到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达成改革的共识，从

而把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

众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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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５］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７］习近平：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 一 动 力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ｌｈ／２０１８－０３／０７／ｃ＿１１２２５０２７１９．ｈｔｍ，２０１８－０３－０７．

［８］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习近 平 ．在 纪 念 毛 泽 东 同 志 诞 辰１２０周 年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ｄｈｄ／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５４９３７．ｈｔｍ，２０１８－１０－１０．

［１０］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央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第 二 次 会 议 重 要 讲 话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０３０６／ｃ７０７３１－２４５４６０９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１０－１０．
［１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 召 开 习 近 平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

０６１９／ｃ６４０９４－２１８８８７６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１０－１０．

（责任编辑：张雨潇）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ＨＵＡＮＧ　Ｔａｉ－ｙａｎ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ｙ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４０－ｙｅ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ｓｈｏｒｔ　ｃｙｃｌｅｓ．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　ｉｓ　ｔｈ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ｒｅ－
ｆｏｒｍ　ｍｕｓ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ｄｏｐｔｓ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ａｖｅ　ｐｈａｓ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ｓ　ａ　ｈｉｇｈ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ｉｎｄｏｗ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ｙｃｌｅ，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ｒｅｅｄ　ａ　ｎｅｗ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ｆｏｒｍ；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