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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过程伴随着激烈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走过了

从计划经济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确立

市场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重新回顾党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轨迹，会给我们带来极具

价值的诸多启示，对未来党和国家伟大事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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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与市场

经济的结合必然存在着诸多的对立、磨擦以至冲突。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因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市场

经济，无疑是犯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忌。同时，这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

路，注定荆棘丛生、困难重重。我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和实践，由

朦胧到清晰 ,由众说纷纭到取得共识 ,进而初步形成一种经济体制 ,经历了一

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 。这一过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一、建国以来党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轨迹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1949 年——1978 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

认识上突破了一些传统思想的束缚，为加深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奠定了

一定的理论实践基础。针对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实际状况，毛泽东指出，“企

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

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1] 在 1959

年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

人的劳动成果，并明确指出：“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

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



【2】上述论述表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突

破了一些传统的思想，但从总体来说，没有从根本上冲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

观念。他的弱点如同前人一样也是没有彻底地把商品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所固有的东西，而且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理论与实践上缺乏一贯性。随后，

毛泽东越来越担心商品经济会引出资本主义来，在思想上越来越强调计划。同时，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导致农民、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作为市场主体迅速

消失，原有的市场网络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机制也就退出了经济领域，

计划经济成为一统天下的经济管理模式。随后，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市场经济问题作过一些论述，但由于受到１９５７年“反

‘反冒进’”、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

致使这些极具智慧的设想束之高阁，没能得到贯彻实施。由此，人们逐渐形成了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固定的难以改变的观

念。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

党在 1978 年以前对市场经济的探索并没有促成市场经济体制主导地位在中

国的确立，但它体现了党结合国情探索国家发展的可贵思想，是建立社会主义经

济体制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尝试，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道路的持续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启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

了长时间的、深层次的探索，引发了多次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最终

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逐步形成。

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8 年——1984 年）。1978 年 12 月召

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这就要求在理论上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建

设，正确界定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此，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确的，

不搞市场经济，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这一谈话打破了传统的

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僵化观念，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

起。之后，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得到了党的十二大

的肯定。这一提法虽然仍然坚持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不变，市场调节还只是被认

定只起辅助补充作用，但已承认市场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突破了完全排斥

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供了现实基础，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乡镇企业，城市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等围绕市场经济的各种实践活动相续展开，集

体、合营、个体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局面。

2、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 年——1989 年）。为了适应改革实践

的要求，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作为全面改革的指导性文件，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

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并指出“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

线条的和有弹性的”。从而在资源配置的意义上对计划经济概念作了新的阐释。

但人们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一些人强调其中商品

经济的一面，另一些人则强调有计划的一面。针对这种争论，在党的十三大召开

前夕，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

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

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

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

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

了。”[3]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十三大”文件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有

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

范围都是复盖全社会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十三大”后再也不

提计划经济为主了，这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3、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 年——1991 年）。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到１９８

７年，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经济活动的作用明显减小，市场机制

的作用范围日益增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开始出现“新旧体制并存”，导致了一

系列复杂问题的产生，增大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和阻力。加之 20 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国际上出现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事

件，使得国内舆论出现了反市场经济的倾向。甚至有人把市场问题同社会基本制

度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如果不问姓社姓资，“确

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一时间，人们关于市场经济的不同言

论和观点激烈交锋，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还能走多远，成为党必须面对的严峻挑

战。针对人们思想上认识的混乱，小平同志在 1989 年 6 月 9 日指出：“我们要继

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

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绝不能重

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的死死的。”[4]1990 年 12 月邓小平同志更明确地指出：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

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

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5]由于邓小平同志

力挽狂澜，反市场的倾向很快被制止了。邓小平的论断，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的

属性，从而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为我国最终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4、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 年以后）。20

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国内对市场化改革思想的批评逐

步尖锐起来。当时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重新实行行政性的集中化，

或者加快改革，实行双重体制并轨。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的

南巡讲话，重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拨正了改

革的方向。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提出及十五大

在所有制结构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如何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微观基础这一关键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加完善。

二、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轨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党的经济体制改革轨迹大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

强调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十



四大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反思我国经济改革的

艰难历程，带给我们许多极为有益的启示。

（一）实践是党制定正确政策的源泉

党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逐步深化是建立在各种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在农

村，从“包产到户”到家庭联产承包的双层经营管理制；在城市，从扩大企

业经营自主权，直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全国，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

海 14 个港口城市，最后，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格局。每一次重大的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使党能够及时发现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加深了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为党制定科学合理的重大决策奠定了坚

实基础。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

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全党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的过程。党通过不断解放思想，才能适时调整自身的价值观念，推动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没有第一次思想解

放的浪潮，就难以出现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开拓和对经济体制改革感

性认识的积累，从而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第一次飞跃的实现。而小平

同志的南巡讲话，则像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全国又一次思想解放，及时制

止了反市场经济的思想倾向，在关键时刻推动了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三）社会稳定是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保障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就给当时的不少人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致使经济体

制改革一度出现徘徊的局面，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没有社会的

稳定，就不可能在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问题上作好文章。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发展是硬道理，是目的；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稳定是发展

和改革的前提。这三者紧密相连，不可分离。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就能够把

握全局，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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