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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中心”的趋势，由此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聚集苏南本地，同时导致了对标准厂房和打

工居住楼宇的巨量需求。随着苏南地区产业升级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外移，这种产业形态

的集体经济能不能持续地维持下去，是一个需要认真观察和解决的重大的现实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

黄泰岩１　２　张晓晨２

（１中央民族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２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６）

　　摘　要：中国经济成功地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跨越中等

收入陷进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常态，因 此 开 拓 当 代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境 界、形 成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学说新体 系 就 具 有 了 现 实 的 可 能 性 和 可 行 性。中 国 经 济 发 展 实 践 验 证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性、制 度 优 越 性 和 道 路 正 确 性，孕 育 着 与 之 相 匹 配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体系。该学说体系的研究对象是在联系生产力的基础上研究生产关系，以

发展为研究主线，以发展理念、目 的、动 力、道 路、资 源、环 境、制 度 与 文 化 组 成 研 究 框 架，形 成 中 国

特色和得到国际认可的话语体系，获取经济学世界的中国话语权。

关键词：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

时代任务，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需要，是中国经济学人必须担当的时代责任。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时代需要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应对当前“三期叠加”的复杂经济形势，面临着完成以下三

大任务的严峻挑战。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一是从经济总量来看，到２０２０年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为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保持年均经

济增长速度在６．５％以上，实现经济增长的中高速，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稳增长面临经济

下行的巨大压力。二是从经济质量来看，全面小康一定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一个都不能少

的小康。这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但实

现这一目标的任务更为艰巨，如我国２０１５年城乡收入差距为２．７３倍；东部地区的人均ＧＤＰ为

中西部地区的１．７－１．８倍；我国现行标准下还有７　０００多万人口尚未脱贫；还要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的内容上，从以往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同

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

度改革，这就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改革的方式上，从以往“摸着石头

过河”转向顶层设计和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相结合，顶层设计需要上下形成共识。在改革的目标

上，到２０２０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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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２０１５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７　９２４美元，按照世界

银行的国家分类标准，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着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一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经济

发展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最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经济

停滞、徘徊，甚至倒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非常不幸的是，据统计，二次大战以来，全世界

先后有１０１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到２００８年为止，只有１３个经济体成功进入高收入经

济体行列。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经验来看，他们都表现出了以下共同特征：在产业结构升

级上，如马来西亚长期过度依赖低劳动成本优势，发展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加工业、天然资源贸易

等产业，忽略发展高科技工业、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在制造业的发展上，阿根廷、智利、巴

西、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均未获得充足发展；在技术进步上，

如研发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阿根廷１９９６年仅为０．４％，墨西哥为０．３％，马来西亚为０．２％，而且

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的１０多年间，阿根廷徘徊在０．４％－０．６％之间，墨西哥徘徊在０．３％－０．４％之

间，马来西亚徘徊在０．２％－０．７％之间，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在收入差距上，基尼系数较高，如马

来西亚为０．４９２（１９９７年），墨西哥为０．５３１（１９９８年），智利为０．５７１（２０００年），巴西为０．５５３（２００１
年）。我国目前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以上发展特征，因而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就直

言，我国陷入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各占一半。可见形势之严峻。

以上三大任务集中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系统性。每一项任务都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有

总量问题，更多的是结构问题；有经济问题，还要统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有增长数量

问题，还有增长质量、效率和公平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二是战略性。我国经济总

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标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５６．１％，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３０．６％，标志

着我国已经完成了作为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进入从中等收入国家

向高收入国家跃升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经济发展将面临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

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实践，就呼唤新理念的引

领和新理论的科学指导。

第一，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的理论加以指导。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以往

的重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也要从单一理论转向系统理论，提供整体的解决

方案，这就需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形成新学说，构建新体系。例如，

１９７８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时，面对国民经济的落后和几亿人没有解决温饱的基本国情，邓小平

同志果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一理念引领下，我国克服了底子薄，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的严重束缚等难题，实现了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长。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虽然还要必须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不仅仅要ＧＤＰ规模的扩张，而且还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就需要根据新阶段、新形势、新特点，推进发展理念的创新。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一个五大理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缺一不可的有机发展理念体系，引领我国决战全面小康社会。在这个发展理念体系中，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

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

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发展目的、发展动

力、发展道路、发展条件、发展机制提供了全的系统引领。

３５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
人
文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一
六
年
第
二
期

当

代

研

究

系

列

第二，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实践需要新的理论加以指导。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指出，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遵循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就

意味着在“三期叠加”的极其复杂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加以指导。作为发展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一直被推崇为指导发展

中国家从落后状态过渡到工业化、现代化状态的经典理论模式。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多

年间，经济发展在一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就遵循了这一理论模式，如把农民工工资长期保持在

较低水平上，借助人口红利加速推进工业化等。但是，随着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

及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以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跨越

为己任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面对我国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所面临的经济转型等难

题，就失去或部分失去了解释力和应用价值，这也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及时推进经济转型而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原因。这就需要构建能够指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理论体系，

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是推进经济的转型升

级，从而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经济转型的新理论：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引领经济

增长实现中高速，产业结构迈上中高端；二是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

和协调；三是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天花板制约；四是从注重“引进

来”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方位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五是从允

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走共同富裕道路，把增加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现实可能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常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学说、新体系，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第一，具备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基本理论元素。构建新的理论学说

和体系，首先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面对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从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新

的概念、范畴、理论，并揭示出不同概念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果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将

这些概念、范畴、理论系统化为理论学说和体系。

在长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经济建设、制度创新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党在丰富的中国经验基础上已经总结提炼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理论新观

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分配

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新型

工业化理论、新型城镇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发展，就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新体系奠定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制度基础和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明

确了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设

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运行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则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理论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正确道路。可见，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将这些理论和观点系统化为理论体系或学说的条件，从而

可以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上新的境界。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性、制度优越性和道路正确

性。回顾中国经济近２００多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由强变弱又由弱变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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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型发展进程。在１８００年左右，中国ＧＤＰ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比重超过３０％，是名副其实的世

界第一经济大国。肯尼迪估算了１７５０－１９００年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中国在１８００年所占

比重高达３３．３％，超过整个欧洲，到１８３０年还为２９．８％，远高于英国的９．５％、美国的２．４％、日

本的２．８％和法国的５．２％。①麦迪森按照１９９０年的美元价值计算，１８２０年，中国ＧＤＰ占世界总

量的２８．７％，高居世界首位，而同年，英国、日本和美国的ＧＤＰ分别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５．２％、３．

１％和１．８％。②但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进入了百年屈辱，中国经济也随之进入下降通

道。１８２０－１８７０年的５０年间年均下降０．３７％，１９１３－１９４９年的３６年间年均下降０．０２％，中国

ＧＤＰ占世界ＧＤＰ的总量到１９４９年也迅速下降到５％左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实现了３０多年年均近１０％的高速增长，到２０１０年ＧＤＰ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２０１４年ＧＤＰ总量进入１０万美元俱乐部，是日本的２倍。中国ＧＤＰ总额占世界ＧＤＰ
的比重２０１５年达到１４％以上。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在如此之长的时间

中实现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一方面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创造出比其他制度和体制更高的生产力和发展速度，使

我们具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了世界上还

没有一个理论学说和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能够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从而为构建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新体系注入了坚定信念和理论勇气。

第三，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理应孕育着与之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体

系。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与之相匹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有与之相匹配的产业经济学。我国作为一个成功发展的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孕育着指导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西方学者运用西

方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范式，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难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学

说，但毕竟他们身处发达国家，缺少发展中国家的亲身体验和感受，提出的理论难免会不适应发

展中国家的实际，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学人具有

难得的历史机遇，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大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又

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和吸收，理应创造出与中国经济

成功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体系，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这个贡献，显示

中国经济学的软实力。

经过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

主要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达到３０％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第

一引擎。按照“十三五”规划设定的发展目标，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将保持年均６．５％以上的增长速

度，到２０２０年ＧＤＰ总量将从２０１５年的６７．７万亿增加到９３万亿左右，达到美国目前的发展水

平。如果再保持同样的速度发展５年左右，我国就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我

国人均ＧＤＰ到２０２０年将会从目前的８　０００美元上升到１２　０００美元左右，达到目前高收入经济

体的发展水平。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和制度。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需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完

善，但它已经成为解释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难题最科学的理论。有了这一科学的理论，我们就可

以在此基础上界定范畴，规范概念，创新方法，优化表达，构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和得到国际认

５５

①

②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锦彪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６页。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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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话语体系，获取经济学世界的中国话语权。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首先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以形成其基本理

论框架。

第一，研究对象。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但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所以必须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其实，马克

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灭亡的运动规

律这一时代任务所决定的。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面临

的历史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它不再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特

别是在一个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发展就成为硬道理，成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成为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此，中国

经济学再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局限在仅仅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就不够了，需要依据它所要完

成的历史使命与时俱进地加以扩展，把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中，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当然，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不重要了。这是因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联系生产关系解释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解放生产力，就需要

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这就是改革生产关系。由于我国还

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揭示制度转型的规律是中国经济学不同于

其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关

系，研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也要研究生产力和资源

的有效配置。当然，这里所说的生产力，不是指生产力的技术方面，而是生产力的社会方面，如实

现经济的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等等。

第二，研究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就需要找到贯穿这一理论体系的核

心主线。我认为这个主线应该是发展，这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一是由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党的“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

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

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

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

国。我国经过６０年的建设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

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主线，既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和要求，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

点，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的首要任务，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二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

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能够使全体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

的制度优越性。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①发展生产

力包含了三方面的要求：（１）要创造出比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都要快的发展速度，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２）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科学

６５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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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３）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

三是由中国经验总结提升的中国理论性质决定的。中国经验的最大特色或最大亮点在于实

现了成功的发展，因而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义就是发展。

因此，中国经济学，不是一个地域或国家的概念，而是用中国来标志我们所创立的经济学是在中

国经验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和道路。从

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对发展经济

学的世界贡献。

第三，研究框架。以发展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的主要内容。

一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指导思想，要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系系统化已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和学说；解释

我国的发展经验，总结和提炼经济发展规律，创新经济理论体系；破解我国未来的发展难题，引领

我国经济科学发展。

二是发展目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

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体现。

三是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从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经验来看，是否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是决定能否跨

越的首要因素。据诺贝尔奖得主麦克·斯宾塞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１３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了７％以

上的经济增长达２５年之久。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

化创新四大基本要素，它们构成了缺一不可的四位一体创新体系。

四是发展道路。我国必须走一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即

协调工业化与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走产业集聚、人口集聚

和智慧城市建设协调互动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走用工业化和

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通过工

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提供巨大市场，为信息化快速发展开辟道路。

五是发展资源。发展首先表现为资源的投入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

资源，以及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我国实现３０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

重要经验。引领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就需要突破资源和环境的天花板约束，实现经济增长与资

源节约、环境改善的并行不悖。据测算，２００９年，我国单位ＧＤＰ能耗是美国的２．９倍、日本的４．９
倍、欧盟的４．３倍，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３倍。这就意味着：我国完全可以在不增加甚至减少能源

消耗和碳排放的情况下实现ＧＤＰ总量翻番，突破资源和环境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天花板

制约。

六是发展环境。就是要建立全方位开放的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这就需要超越以往把开放主要理解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的局限，形成“三个并

重”的全方位开放经济新体系：在开放空间布局上，从注重沿海开放转向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并

重；在开放对象上，从主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转向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在开放

资源流向上，从主要是“引进来”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七是发展制度。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既得到了过去３０多年高速增长经验的验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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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也是我国决胜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制度保障。

八是发展文化。我国３０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在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

的，突破了只有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假定。因此，通过文化继承

和创新，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创造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基本经济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葛　扬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经 济 制 度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重 要 理 论 成 果，

这一理论的内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

重要体现。新时期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的制度动力。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创新；新的制度动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

放的全面展开而逐步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

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

经验表明：能否坚持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直接

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的前途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一、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立足我国经济发展

实际，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成功创造，①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

重要理论基础。

首先，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应用于实践的重要结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

该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具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由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

条件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

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

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

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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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立足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经过长期不懈

探索，逐步形成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

８５

①

②

洪银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化和中国化》，《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１－５９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