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首页 - 经济建设

张卓元：从百年积弱到经济大国的跨越

张卓元    2009-8-27 10:38:47    来源： 光明日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寻找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八次重大的不平凡的历史经历： 

  1、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2、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探索；3、20世纪50年代

末60年代初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训的初步总结；4、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5、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6、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7、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定到2020年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8、新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 

  编者的话 

  60年的艰辛探索，一个甲子的风雨兼程。经历过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光荣与

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各族人民阔步前行。 

  回首往昔是为了更好开创未来。从今天起，光明日报“调查报告”版将连续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60

周年系列调研报告”。张卓元、俞可平、张颐武、李培林、虞云耀等一批活跃在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党建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将与广大读者一起，回顾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总

结60年来的经验教训和宝贵启示。 

  经验给人启示，历史昭示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

广大中华儿女的团结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乘风破浪，创造出新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经济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建国之初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跃进为生机盎然、实现小康、走

向富强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袭击

下，世界经济总量出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次收缩，但中国经济仍能实现8%左右的增长，可谓一枝

独秀。 

  中国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在于建国以后我们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经济迅速

起飞。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年均经济增速达9.8%，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持续的时间

长、增速高，被世人公认是“中国的奇迹”。 



 

  一、积极探索和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寻找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于顺利推

进社会主义建设，不走叉路、弯路，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新中国成立前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在这样一个底子十分薄弱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确

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就一再强调要走自己的路，艰辛探索同中

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改革开放后找到了实践证明

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了无限光明的坦途。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重大的不平凡的经历。 

  1、社会主义改造走有别于苏联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和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和平赎买。中国1953-

1956年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走的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独特道路，主要是引导个体农业、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因此在短短几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文革”后，有些经

济学家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对此，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

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

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

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

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

的历史性胜利。” 

  2、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对中国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为鉴

戒，总结了我国建国初期的经验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

事业服务的方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讲的原则和精神，至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初步总结1958年—1960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教训。针

对当时超越阶段、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甚至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党中央和毛泽东曾

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指导原则。比如，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

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

识。”毛泽东在1959年3月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论断。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等。 

  4、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全会初步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为我们开辟

了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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