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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不同的所有制 

  马克思主义判断某种所有制的先进或落后，所持标准有两条，首先是生产力标准，其次是

价值标准即道义标准。将两条标准统一起来，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所有制进行评判与

取舍。比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原始氏族公社的公有制被奴隶制的私有制所取

代，这是历史的进步。因为这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再者，原来原始

部落战争中的战俘被杀掉，现在留下来当奴隶，保护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奴隶社

会私有制被封建主义私有制所取代，又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发

挥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作用。但是，从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三种私有制度都存在

阶级剥削和阶级矛盾。不过封建制剥削方式比奴隶制进步，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又比封建制进

步，这也表现在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上。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

制和一切私有制，是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出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既要发挥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又要发挥消灭阶级对立与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与共同富

裕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同样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对待不同的所有制。他在1934年写的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

不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

需要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在苏区所要消灭的是封建主义的地主经济，因为

这种私有制经济已经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

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

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

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正是在生产力标准的指导下，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包括在土地改革中，一

直强调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

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一再讲：中国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经济在新中国会有一个

相当程度的发展。用它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一个进步，有利于无产阶级。在我国

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在革命

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

经济的向前发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这里讲的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不是短暂时期内。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收了官僚资本，鼓励和扶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经过三年经

济恢复后的1953年，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和急于让资本主义经济

在中国大地绝种。特别是1958年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后，脱离我国的客观经济条件，急于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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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违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搞人民公社化

运动；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一统天下，造成了损害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消极后

果。 

  不可否认，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发生过“左”的错误，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达到

6.1％，工业年均增长为11.2％。如果不急于消灭个体工商业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消灭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更快更好一些。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到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的公有制不

符合我国生产力落后、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国情。在理论认识上应明确两点。首

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完全归社会所有，是指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后的事情。我们不应将马恩所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作为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模式，我国离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还很远。其次，要正确把握《共

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

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

293页）这些话的中译文并没有错。有些学者主张将“消灭私有制”译作“扬弃私有制”并不可

取。问题在于怎样理解与把握这些论断。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

果，而私有制的消灭，又需要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

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问题时，明确地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

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

才能废除私有制”。（同上，第239页）因此，消灭私有制，是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随

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公有制的相应发展而逐步消灭的过程。也就是说，消灭私有制是一个历史

过程，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消灭私有制也需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 

  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

经济，需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左”的一套盛行时期，不仅把个体经济作为资本

主义经济加以消灭，连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十一届三

中全会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不少学者

将此转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值得斟酌。因

为现在讲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1978年三中全会时期，还远不

到时机提出这些私有制经济的发展，自留地、家庭副业在当时还只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下

的附属部分，还谈不上独立的个体经济，更不是私营经济。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正确认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思想不断

解放和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 

  1978年，城镇残留的个体劳动者只有15万人，1979年增加到31.6万人。后来政策不断放

宽，1980年下半年，提出“适当发展个体经济”的方针，1981年7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城镇非

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文件，城乡个体工商户迅速发展起来。但对私营经济的发

展，还没有提出政策性规定。后来国务院颁布的政策性规定中，提出个体经营户“必要的，经

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可以请一个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的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

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1987年1月，中央颁布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肯定

了私人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文件指出：为扩大经营规模，雇工超过了七个人限度的私人企业，

“也应当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又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

济和小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指出：“私人企业同公有制经济有矛盾的一

区域经济 更多>>

·城乡一体文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闫永琴:县域经济内生增长机制是怎样形

·特区扩大对深圳意味着什么

·浙江：循环经济方兴未艾

·谢明明：广西商机亟待开拓

·内蒙古：“八连冠”后谋富民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以高层次人才引领

·沂蒙山飞出的金凤凰

产业纵横 更多>>

·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

·张慕濒:非金融部门金融化与我国产业结

·王爱云: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热中的冷思考

·耿汝光: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素分析

·从“加薪潮”看产业转型的紧迫性

·王黎明：五招破解非公经济发展难题

·程武：低碳时代汽车节能迈向何方

经济观察 更多>>

·高煜:以收入分配公平化促进人的发展

·中央部门预算执行仍待规范

·农产品价格之谜的背后

·加强金融道德风险的法律规制

·田俊荣：“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经济聚焦:“广东价格”力争话语权

·谭浩俊：银行再融资必须处理好的几重关

·赵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减法”与“



面，本身也存在一些固有弊端，主要是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此，可以通过管理和立法，加以

调节和限制”。这种论述，应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肯定了私人企业的合法性；另一方

面，也指出私人企业同公有制经济是有矛盾的，它自身也存在弊端，要加以调节和限制。1987

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私人企业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党的方针政策，肯定了私人企

业的发展，称其为私营经济，并指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没有直

接说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起来，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理论，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认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国情，我国的生产力落后，多层次不平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是

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此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依据，来说明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顺理成章了。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需要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它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总的提法

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

性质的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也是中央文件一再说明

的。有的学者宣称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也有国有企业，封建社会也有官办经

济，以此否定国有经济或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首先，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归劳动人民公共所有的经济。封建社会的官办经济，主

要是为皇室服务的经济，并不归劳动人民所有和享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或国营经济，也不

是归劳动人民公有，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不管

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

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

者，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9页）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地主、资产

阶级掌权的国家，因而国有经济或公有制经济就是归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 

  其次，有必要认清，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既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层面的需

要，更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内容，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经

济基础。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包括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我

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旧中国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所有制和帝国主义在华所有制对

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起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最初是讲它可以

起“拾遗补阙”的作用，后来更多地讲，“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或“社会主

义经济的补充”。例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讲：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

益的补充”，又讲“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

和有益的补充”。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讲：“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

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3年党

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方针。”1995年9

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说：“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

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

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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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  强 

【打印】 【纠错】 【求是论坛】 【网站声明】 网站编辑：张亮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 评论仅代表评论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求是理论网立场和观点。)

1、发言人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承担一切因您的言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2、发表言论时请注意文明用语，所有评论经审核后发布，字数在1000字内。

3、本网拥有管理留言的一切权利。

名字：   验证码：    

   匿名发表 gfedc 我要发表

网友留言 查看更多留言>>

【《求是》简介】 【关于我们】 【联系方式】 【招聘英才】 【投稿《求是》】 【投稿本网】 【意见反馈】 【网站声明】 【红旗文稿】

Copyright @ 2009 qstheory.cn all rights reserved

求是杂志社版权所有 ICP备案编号:05083839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