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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展和改革的实践检验基本经济制度

作者：黄泰岩    发布时间：2010/05/27    来源：人民日报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制的界限，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实际紧密联系的实践问题；既需要用马克思主

证，也需要用我国发展和改革的实践来检验。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从实践中得出的认识 

  我们之所以要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能够

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的理论研究证明：我

多层次性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只能处于初级阶段，在所有制结构上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

经济制度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明确了下来。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及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

论断，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加趋于完善。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的界限。这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

改革和发展实际，总结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进一步分清基本经济制度上的理

践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今天，回答为什么必须坚持社

题，既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层面进行验证，又要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

面进行验证。而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所创造的新鲜经验，也为检验已有理论、与时俱

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检验，必将从理论

济制度得出更加全面、清晰和具有说服力的认识，为我国未来经济改革和发展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取得更大成就提供

  我国发展和改革的实践证明，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实行单一公有制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等同于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

大提高。尽管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但我们党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段，任何把发展公有制经济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无论是搞私有化还是实行单一公有制，都是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民经济

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一五”时期，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1.3%，是从1953

效益最好的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国民

年跃居世界第三，有200多种产品产量排在世界第一；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不仅超过了我国改革开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这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创造出比其他制度和体制更高的生

度。  

1. 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2.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个攻坚战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完善  
4. 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5. “十二五”期间行政体制应重点推进五大改革  
6. 全球社会保障改革潮流概览  
7. 实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8.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9. 面向实践的法学的两个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