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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兴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十大要点 

 
我亲历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六十年的发展 

 
 

我亲历了新中国的创建和60年来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在开国大典之时，我在天安门广场听到毛

泽东主席高呼“人民万岁”，看到千万幅红旗汇成的红色海洋，由然想起在太原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的

十多位我熟识的从事地下革命的战友。他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

生命。我真切地感到，他们的鲜血已浸染到无尽的红旗上。也深感到他们的追求与希望托付于我肩上

的重担。60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与工作。1952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

一直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我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成长为新中国的一名大学教授，这是共

产党和新中国为我提供的发展机遇和道路。 

  我见证了新中国60年来的辉煌发展与成就，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在回顾新中国

60年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必需重视毛泽东主席的贡献。毛泽东主席一贯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发展。

尽管改革开放前有过理论和政策上的“左”的偏误，但毛泽东思想包括他的正确的经济思想的指导作用

是应当肯定的。他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思想与政策，《论十

大关系》中的经济思想，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批评“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

业”、提出“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思想，特别是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等，曾是经济

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以这些正确的经济思想为指导发表过论著。但对于当时“左”的东西，我

保持了沉默。我没有参与宣传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没有写过“大批判开路”的东西。我是多

次“左”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是衷心拥挤的。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道路宽阔了。我出版了多部经济学专著和教

材，发表了700余篇论文和文章（改革开放前只发表过近百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理论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创新。这些都是与我党开

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的。 

  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需

要认真和深入研究。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与市场经济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论。初级阶段的定位使我们不再做越超阶段的

错事，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论。即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5、公平与效率统一论。在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并重，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

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 

  6、社会主义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论。实现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7、判断改革开放与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标准论。即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8、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保证； 

  9、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统一论； 

  1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统一论。既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搞“凡是”，

搞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又不能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割裂和对立起来，不能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可为我所用的部分，但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和排斥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特殊模式与道路，孕育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发展和高水

平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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