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成就与问题分析 

文/封学军 徐长玉 

   1978年以来，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为对象、以市场为取向的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28个年头。
对28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成就与问题进行分析与总结，对于明确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任
务、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大体经历了初始改革阶段、全面改革阶段、深化改革阶段和攻
坚改革阶段等五个阶段。 
   1、初始改革阶段 
   该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轫，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止。
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和中共“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
场调节为辅”的模式。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农村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与此相配套，实行了农产品调价、发展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等措施。改革最先是从安徽、四川
的试点开始的，后来逐步扩大为1982、1983年全国范围的家庭联产承包化。 
   2、全面改革阶段 
   该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轫，到1992年10月止。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模
式是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和中共“十三大”提出的“计划与市
场内在统一的模式。其中，后者是鉴于理论界对前者的理解不一而提出来的，旨在强调计划与市场
不是拼盘式的结合，而是内在的融合。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改革微观转向改
革宏观，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政治领域，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3、深化改革阶段 
   该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开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
目标模式是根据邓小平 “南方谈话”精神，由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模式。这一模式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的阶段。 
   4、攻坚改革阶段 
   该阶段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开始，迄今尚未结束。这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是十六大提出的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阶段之所以被称为攻坚改革阶段，是由当前我国改革呈现出来的特点
决定的。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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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业已确立 
   废除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这一任
务已基本完成。主要表现是：改革前，即1978年前，我国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99%以上，非公有
制经济不到1%。经过20多年的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5%左右，成为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明显增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
展，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 
   2、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基本形成 
   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二是非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其产值已占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0%左右。三是农户已经成为自主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
四是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特别是消费品市场的主体。 
   3、市场体系初步建立 
   一是商品市场不断扩大。一大批现代化商品交易市场已经成为沟通产销、衔接城乡的重要渠
道；现代化的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电子商务、连锁经营、超级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二是劳动力
市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各大中心城市都已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人才市场，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人才招
聘会，加快了专业技术人员进入市场的步伐。三是金融市场发展较快。主要是国有和非国有商业银
行包括民营银行、外资银行有了一定的发展，股票市场、国债市场、基金市场、保险市场从无到
有，稳步发展。四是技术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是技术市场从业人员和各类技术贸易、中介服
务机构不断增加。五是信息市场发展迅速。信息企业、政府信息机构、信息咨询公司层出不穷。六
是产权市场日趋活跃。七是市场中介组织发展较快。八是市场法规逐步完善，市场监督机构和认证
机构逐步健全。 



 

   4、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基本到位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在国家调控下主要由市场供求调节价格的市场价格形
成机制。目前，市场调节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所占比
例，分别达到95.6%、96.5%和87.4%。少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虽然继续由国家控制，但建立起了相
应的价格听证会制度。 
   5、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基本打破了以高度集中、统收统支为特点的传统财政体制，建立了以中
央与地方事权合理划分及中央与地方税收征收体系相互独立为特点的分税制。基本上打破了职工吃
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初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型分配制度。打破了居民收入渠道单一化
的传统分配格局，形成了居民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新格局。打破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建
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目前，以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为特征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已经初步建立。2004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医疗、
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6亿人、1.2 亿人和1.1亿人，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6、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宏观调控已基本上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调节为主向运用经济手段、法律
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为主的转变。一是建立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
体的工商税制。二是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大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力
度，成立了金融监管组织。三是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工业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只
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等5种，其中木材、天然气和黄金只是在某些环节或部分
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四是减少并规范了行政审批。五是推行了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等改
革。 
   7、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一是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和地区–––内地”的全方
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二是加入了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
段。三是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投资等各项事业获得了飞
速发展。200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4221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排名中，由1989年的第15位跃升为第3
位。与此同时，利用外资高速增长，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比1984年增长
47.9倍。此外，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劳务合作方面，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2005年对
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266亿美元，比1989年增长15.7倍。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 
   1、基本经济制度不够健全和巩固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仍不够健全和巩固。一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
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不健全。二是集体经济的产权不清晰，阻碍了
集体经济的长足发展。三是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陈旧观念、错误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消
除，国务院《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36条）难贯彻。与此同时，公有制与非公有
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没有形成，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够巩固，甚至有被削弱的危险。 
   2、市场主体没有完全到位 
   主要表现：一是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
理结构不健全；国企产权改制方式不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招致社会大众普遍不满。二是非国
有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机制不健全，经营不完善，国民待遇未能解决等。三是农户作为市场主体
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四是大部分国有部门的职工和一部分农民的劳动力没有进入
市场。 
   3、市场体系不健全 
   一是商品市场发育不健全；二是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发育
滞后；三是市场封锁问题严重，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四是市场垄断现象突出；五是市场风险防
范机制不健全；六是市场秩序紊乱，假冒伪劣横行，商业欺诈猖獗，官商勾结和黑社会渗透到经济
领域的现象时有发生，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和市场法制建设亟待加强。 
   4、分配体制改革滞后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明显滞后于其它各项改革。一是同一部
门、同一单位内部平均分配现象依然严重；二是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
应；三是内外两套所得税法并存，导致不同经济性质企业间难以实现公平竞争；四是税种结构不合
理；五是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特别是同一部门、同一单位内个人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现
象仍然比较严重；六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过大；七是在整体收入结构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过大，按多种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收入所占比重过
小；八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5、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一是在管理对象上，政府以“全能者”自居，对经济无所不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在
管理范围上，政府重私人产品生产，轻公共产品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
变。三是在管理重点上，政府重微观管理，轻宏观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四是在管理方
式上，政府以直接管理为主，忽视间接管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五是在管理法制化上，政
府职能设置和实施的非法制化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六是在体制上，政府行政层级过多，机构
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6、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二是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质量不高。三是对外开放的
步伐不均衡，尤其是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过缓。四是在“请进来”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
行“走出去”战略。特别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后的恶性竞争已经引起一些国家的抵制和排斥。五是政
府各级部门及各类企业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能力有待提高。六是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风险防范机
制亟待建立（作者单位：封学军/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徐长玉/延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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