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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  

南京财经大学     陶用之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党的十七大的核心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

旗帜，贯彻十七大精神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千方百计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

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基石。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公

有制就是“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

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基本要点在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亦即生产社会化是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与基础；全体劳动者直接占有全社会生产资料的实现是一

个历史过程，私有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废除，“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

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占有只有在实

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准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生产

资料公有制不仅要消灭阶级差别，而且要消灭城乡、工农、脑体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

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须是一个

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

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程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

段，只会延续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向完全的

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

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

制“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

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尽管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马克思所设想

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亦即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

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事业，至少首先是在德、法、英、美共同胜利。在社会主义的具

体实践中，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胜利，而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

环节，即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甚至更落后一些的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普遍的真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首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时，一再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他们在

《共产党宣言》中还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是因为我国在

现阶段的生产力不够发达，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还必须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

前提下，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进行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

合，从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如果使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让位于私有经济，

那就意味着要重新恢复剥削制度，就会使经济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所以，邓小平同志

曾反复告诫全党，“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一是共同富裕”，“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按照这

种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在改革中，只有“始终坚持”而不放弃

这“两条根本原则”，才是始终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那些把“公有制为主体”贬

低为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口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也偏离了十七大的精神和路线。 

其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避免出现两极分化并实现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决定分配，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性质的分

配制度。我国现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

配套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邓小平同志强调，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而如果公有制的主体让位

于私有制，那么势必只能实行以“按资本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势必出现贫富悬殊。

即使由国家实行“二次调节”，那也改变不了基本的经济关系和基本的利益结构，社会由

此出现两极分化，是势所必然、无法避免的。只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避免出现两

极分化并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避免社会矛盾对抗实现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社会目标。马克

思主义认为，私有制、剥削和压迫的存在，注定了各种剥削制度本质上的不公正，即使是

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改变其不公正的社会本质，其社会矛盾必然是对抗性

的、不可调和的，因而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真正的社会和谐只能在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条件下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

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

社会形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保证了广大

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这些财富的享有者，从而使“共建共

享”的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和追求成为现实。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完全意义

上的社会公平正义，就能能够避免社会矛盾对抗实现社会和谐。 

第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证了我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坚持和巩固我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

位。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工人阶级在我国的这种领导地位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

择，又是法定的政治地位，同时还必须有其经济基础。假如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法律和事实上被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所取代，就不仅会改变我

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也难以长期保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为失去了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直至最后发生

阶级分化。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就势必会基本上或完全地丧失生

产资料，而成为为他人劳动的无产者或小私有者，不可能成为经济上的主人。另一方面，

当私有经济成为主体之后，由于市场竞争所必定要引起的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就势必会分

化出少数拥有大量的资本和地产的私有者，并形成实力日益强大的新资产者阶层。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它服务。当私有制经济在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下成为主体，即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之后，到那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

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将难以巩固和保持。 

三、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统计制度  

目前，国家和地区缺乏一套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统计制度，社会不能准

确、及时、全面了解和应用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统计信息，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建设。为此建议： 

1、国家统计局、各省（市、区）统计局应加强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变化情况的调查，定

期向社会公布。 

2、国家应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统计制度，包括能够反映所有制结构、从业人

员、产业分布、运营管理、资产变动、技术创新等的统计信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践和理论探索提供数据资料。 

3、国家定期公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统计公报。 

  

文章来源: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10次理论研讨会《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切实推

进科学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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