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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涵义，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提

出，讲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就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理解显然

不对。中央文件中同时讲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难道就表明非公有制也是公有制经

济？“补充”不等于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是“补充”，具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与作为主体的公有制

相比，所占比重较小，公有制唱主角，非公有制唱配角；其次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用以补充公有制经

济的不足。它们在发展生产、增加供给、繁荣经济、扩大就业、搞活市场等方面，都可以起补充公有

制经济的作用。人们容易只从前一层涵义上去理解“补充”。所以，后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

提法在理论与宣传中消失了。认为讲“补充”，只让非公有制经济当“配角”，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长

期发展。 

  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新的提法，

是进一步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新论断，使非公有制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又从制度外进入制

度内。它进一步表明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短时期内的权宜之计和适应眼前需要的政策措施，

而是长期的、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内容的战略性选择。这里没有再提“补

充“一词，表示不再只当配角，所占比例可以提高。 

  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显然有非公有制经济的重大贡献。可以预计，我国经济社会将会持续

快速发展，到本世纪中叶很可能超过邓小平同志预计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水平。 

  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和实际根据是什么？根据有两个方面。 

  其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

体所有制。”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宪法接下来又讲：“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

济制度”的核心。前者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只有公有制是其基础；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

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必须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以后



 

的其他阶段，是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反映初级阶段的特

点。也可以设想，初级阶段结束，非公有制经济不会迅速被公有制所取代。进入中级阶段，将是公有

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非公有制经济则逐渐减退，所占比重减少的过程。这

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趋于成熟，私有制经济将退出历史舞台。 

  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之所以包括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提倡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正是由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人口众多，就业空间余地小，经

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因此，只要符

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经济成分就允许和鼓励其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符合“三个有利于”，

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3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已获得了巨大发展。根据《人民日报》2008年10月30日发表

的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的谈话显示，截至当年9月，全国实有私营企业643.28万户，注册资本实有

11.26万亿元；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法人28.78万户，投资总额2.27万亿美元；个体工商户2823.94万户。 

  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下，我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当

然，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是在改革前近30年的发展基础上取得的。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发展起来

的力量雄厚的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但又必须肯

定，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前3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

经济制度在快速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扩大就业、繁荣经济、搞活市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作用。从统计数据看，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

界经济总量中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在

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与发展中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经

济长期衰退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在改革中应强调两个“坚定不移”和两个“毫不动摇” 

  在研究和分析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与成就时，也需要看到和关注所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

来，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以及中央有关文件，始终强调既不搞“一大二公”单一的公有制，

又不搞私有化，而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

度。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或是中央有关文件，一以贯之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发展

和壮大国有经济，后来又先后提出两个“坚定不移”和两个“毫不动摇”，即坚定不移地或毫不动摇地发

展公有制经济，坚定不移地或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的基础，“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从过去公有制一统天下，到现在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出现下降的趋势是必然的。但是，公有制比例的下降不能没有底

线。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防止理论认识上的干扰。改革以来，政治和学术环境逐渐宽松，理论认识和思想多元

化。有些学者公开主张私有化或主张取消国有企业。有的学者提出“创新”见解，说将国有企业卖给私

人，是将国有经济由实物形式转换成价值形式，国有性质没有变，这是指“私”为“公”用以忽悠人们认

识的奇特理论。讲公有制私有制，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角度讲的，不是从政府财政收入角度讲的。这

类拐弯抹角的私有化理论还有多种，对唱衰国有经济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要及时澄清在经济理论中存在的一些易使人误解的模糊点。比如，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将其理解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私有制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都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类混淆还有，如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混同起来，将私有制经济也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中。

这种混同会使人们认为，发展私有制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不必再考虑所占比重大小的问题，从而

公有制为主体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和地位。 

  第三，要防止把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比重的减少作为政绩进行宣传。笔者看到，有的地方

发展战略规划，要求在几年内将非公有制所占比重达到95％。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好搞活国

有企业，但一些地方政府却把国有企业作为包袱。一些地方领导认为，搞好和发展国有企业不是政

绩，于是不重视和关注搞好国有企业，有的国企负责人甚至通过搞坏企业，然后自卖自买牟取暴利成

为私营企业主。有的地方甚至通过损害国有企业的利益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

失。 

  第四，巩固“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需要采取具体有效的政策。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具有

自发性，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要有这个大政策，再加上地方的优惠条件，非公有制经济

就会很快发展起来。而搞好搞活和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则不会有自发性可资借助，需要政府有关部门

费心费力。何况国有企业内部的困难与问题，需要政府协助解决。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

济，需要有效宣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意义和必要性，应出台一些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发展壮大国

有经济的政策措施，还要重在落实。应加强报道在改革与发展中搞得很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把

搞好搞活国有经济作为地方政府和官员以及企业主管的政绩。当然，某些特殊地区例外。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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