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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中国经

济改革一开始就是以扩大市场机制为取向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市场和价格的逐步放

开、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经济增速加快，并

迅速解决了广大群众的温饱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到南方一些省市发表谈话，继续推动改革开放。

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手段。他还提出

了“三个有利于”原则，为利用外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

鼓舞下，党的十四大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改革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热潮。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并为市场单轨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

司制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都是在那时推进的。 

  6、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国入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

动，入世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在入世谈判过程中，不少人忧心忡忡，担心入世会影响国

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商业、农业、信息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头几年弊大

于利。但中国入世近八年的实际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

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入世以后，中国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

储备等的增速都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也加快了。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

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到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

场竞争力。 

  7、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定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进入新世纪后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体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各方面成就越来越为世人瞩目，在国外，有人抛

出“中国威胁论”、“黄祸论”，企图阻挠中国前进的步伐。这一反响引起国人的重视。2002年党的十六

大在研究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时，大家认为从中国国情出发，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实证明，十

六大确定的目标是实事求是的。进入新世纪，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处于世界各

国100位以后，2002年那时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在新

世纪头二十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

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根据2002年—

2007年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一些更高标准的要求，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建

设生态文明和社会保障全覆盖，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8、新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邓小  



平“发展才是硬道理”重大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作出的正确

抉择。科学发展观要回答的是怎样发展的问题，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比如“三农问

题”，中西部和东部经济差距扩大的问题，社会发展腿短问题，生态和环境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

等。这几年，党和政府正在努力使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快转变经济

增长和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

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上，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六十年成就辉煌 

  经过全国人民60年的艰苦努力，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非凡的辉煌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经济快速增长，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最显著成就是快速发展。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而到2008

年，已跃增至302853.4亿元，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增长76.8倍，年均增速达8.1%，其中1978年—2008

年年均增速高达9.8%，比这期间世界平均增速3%高两倍多。中国近60年年均增速达8.1%，是史无前

例的。 

  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也已从建国之初的不到1%，提高到1978年的1.8%，再到2008

年的6.4%，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预计2009年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经济

考察团1988年对中国的考察报告，195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合50美元，比印度还低，只相当

于苏联1928年人均240美元的五分之一多一点。而到2008年，我国GDP折合成美元已达 38600 亿美

元，人均GDP 达到3300 美元，人均GDP比印度高一倍多。 

  国家财力也大步增长。1950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到2008年，猛增至61316.9亿元。近60

年名义增长近千倍。 

  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

类、棉花、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工业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发电量居第

二。在工农业产品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人均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大幅度增加。与1949年相比，2008年人

均原油、发电量、水泥等工业品产量增长了数百倍，粗钢产量增长到1256.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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