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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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深化和完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 胡钧    2010-5-5 15:06:29    来源： 人民网-理论频道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把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通过改革，

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手

段，如虎添翼，更充分地发挥了它本身具有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也在实践中得到更确定的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进一步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在认识上并未因此取得统一认识，原因在于它尚未

在理论上得到充分的论证。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般是这样表述的，它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表述当然是对的。但这还只是一种同义描述，并没有揭示出它的实质和深

刻内涵，这里所说的“结合”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在具体阐释中显露出认识上的

很大分歧。 

  譬如，有的人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解释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还有人对此作

了进一步阐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制度本

身所具有的优越性较好地结合起来，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而市场经济制

度又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的效率。”这种1＋1＝2的简单数学方法和机械组合方法不可能表示出基本制

度与市场这二者在经济结构中的内在联系，从而也不能表现二者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结合方式，没

有表示出哪些是决定性的，哪些是被决定的，以及它们的主从关系。另外，上面的说法还包含着一个

理论错误：把效率与公平割裂开，分配到两个不同制度身上。实际上，每一种制度都包含这两个方

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制由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市场

经济中也包含着它特有的公平— — —等价交换，正是这种公平关系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推动力。可

见，上面对二者结合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用“如虎添翼”来比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改革措施。任何比喻都不可能绝对啮

合，但我认为它还能较准确地表示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二者的有机联系。翼的作用是很大

的，但也应看到，翼不是从外部安装上去的，而是从躯体上生长出来的，它是为躯体本身的存在和发

展服务的。翼的作用大小和在哪些方面起作用，是由躯体本身决定的。乌鸦的翅膀不同于鹫鹰的翅

膀，前者的力量比后者的力量小得多。这种差别是由躯体本身决定的。离开躯体孤立谈翅膀的力量有

多大，起什么作用，那只是空谈。同样的道理，市场作用的力度和方向是由它所附着的基本制度决定



 

的。市场在小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就大大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作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

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比小商品经济中简单地为了通过价值的交换满足个人消费需要这狭隘的生产目的

强大得多，从而使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大大强化。 

  同样，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作用的性质和力度也不一样。

我们国家之所以在利用了市场经济以后，比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加发挥了市场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作用，是因为我们使它服从于我们基本制度的要求，基本制度也赋予了它新的能力，削弱或消除了它

的消极方面。这正是我们虽然与资本主义都同样在利用市场经济，但我们从整体上取得了比资本主义

国家更大的效率的原因。 

  所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它是社会主义制度利

用市场经济来发展自己，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确会

使社会更加公平，但公有制的优势首先表现在它能够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国经济发

展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一位印度中国问题专家莫汉·古鲁斯瓦在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追赶中国龙》中

说：“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国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这么高增长速度的国家，无论日本还是亚

洲四小龙都没有。”[1]这样的发展成果，首先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决定的。利用市场经济则起了如

虎添翼的作用。“翼”是加强了躯体本身固有的力量，使其得以更好的发挥出来。 

  发达资本主义是完全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但今天在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所以相对处于劣势，

这表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主要并不在于实行了市场经济，而是在于基本

经济制度本身。从这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制度的转型，而是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如何正确处理使用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质

上就是解决好计划与市场二者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虽然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但不是可

以任意选择的工具，从本质上看，哪种手段处于支配地位是由社会基本制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资本

主义私有制以及它的生产剩余价值这一根本生产目的决定了市场手段是占支配地位的调节方法，社会

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它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这决定了采用计划手段是其本质特征。马克

思就明确指出，“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

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2](P605)是这两种制度在运行体制上的重大差别。 

  原因很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各个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追求价值增殖

的一种经济制度。各个资本家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自主决策是它存在的根本条件。所以，它只接受市场

竞争的规则，听从“看不见的手”这一“万能神明”的统治，除此以外任何外来的干预，他们都认为是对

它的生存的最大威胁，是对“万能神明”的亵渎。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的生产的根本目的已不再是利润，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和

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在市场自发调节的社会中实现的，这样的生产目的只有在社

会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要求形成的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才能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的科学发展观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在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些都从根本上排除了市场对社会

生产重大比例关系上的支配作用。在这方面是国家的长期和中短期规划起导向作用。 

  有的人认为既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固有特征，那就应当说市场等于资本主义，或者

 



说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别称。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对的。邓小平对此已经说清楚了。他说

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已经存在。另外，单纯从一般市场交换关系来说，价值关系是它的最有决定意义

的关系，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的目的不是价值，而是剩余价值，以价值为目的同以剩余价值为目

的，这显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所以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不对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个问题专门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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