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学会概况 首届论坛 会员介绍 观点荟萃 联系我们 English

首页-> 学术交流

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 

[作者]:林 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
革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那么，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

呢？它有什么意义呢？它的发展前途是什么呢？借此机会我愿谈一谈对上述问题
 

一、中国改革道路的实质 

 
对于中国改革道路的实质，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一些新古典

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特殊的初始条件如二元经济结构、传统体制的松散性等，而与改革的政策和改革的道路
关；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强调了中国市场化过程特殊的方式方法，如局部改革、双轨制、以
试验后推广等等。上述观点都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一般只涉及到了市场化的制度安排问题
法制度问题，尤其没有考察宪法制度与改革路径的相互关系。但是，从实际的改革过程看，中
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分野，主要不是由对市场化的速度、方式和次序的不同安排造成的，而是由上
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以后社会的领导集团对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否定态度造成的。
不同对于改革的道路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社
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主义经济体制，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改革的
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在积极发展非公有制和非
济的同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必然要在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同时充分发挥
必然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的政治构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在
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行自主的有控制的对外开放政策，坚持制度和政策上的独立性。苏东激
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在彻底推倒原有的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宪
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必然会出现制度断层，从而也就
和政治秩序的混乱和经济的停滞与下降。 

 
二、中国改革道路的意义 

 
迄今为止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给我们了以下重要启示： 

1、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把社
优点与市场经济的长处结合起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的统一。

2、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下的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制度
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
情出发。 

3、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是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改革的目的。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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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是判别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 

4、传统与现代、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与市场、自由与秩序、开放与自主、稳定与
反，只有使不同的因素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才能实现最终实现



5、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质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难
过程；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于克服市场的缺陷、保证改革的
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和改革的经验虽然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反映了中国特殊的经济结
和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但是，它同时也反映了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普遍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意义。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大大扩展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对市场经济和制度变迁过程的认识，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中国进一步改革面临的形势和前景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转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社会
确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期或初级阶段。2、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到中
济转型的中期。3、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的经济转型开始从中期进入后期。这一时期，中
临的形势、任务、矛盾和路径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新的改革形势。经过20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2003年，中国的市场化指数达到了近74%，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
90%以上的产品价格完全由市场来确定，关税税率已经降到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
务已经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革任务繁重、生产要素市场化相对滞后、市场秩序还不完善、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经济结构
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已经
场经济只能说是初级的市场经济。 

2、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中国的GDP已经达13.65亿人民币，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
任务初步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了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时，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也取得了
步，1978年-2002年,农业在GDP中的比重由28.1%降到15.4%，农业劳动力在就业中的比重由
城市化的水平从18%上升到39.1%，工业化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并与信息化相结合构成了新型工
别是随着“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
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种新的历史阶段。 

3、新的国际环境。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经济的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急剧扩张的新阶段。
WTO，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一
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新阶段。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606亿美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强，相互联
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是经济转
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4、新的矛盾与风险。主要有： 

（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区域和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贫富分化问题开
阶层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不相称，由此而产生的重要后果是
的形成或国内市场的成长滞后于GDP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对外需的较大依赖（贸易依存度偏大）。
（2）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短缺和
重，需求不足与资源短缺的并存可能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3）一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日益发展，另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对要素价格的控制依然
导致了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广泛蔓延。 

（4）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需要、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隐性失业的
人口的就业需要，使失业等问题逐步成为了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5）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
球性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的不断暴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加深以及国际化与国
等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新的改革和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道路应当怎么走呢？对这一问题目前存在着两种截然
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过分市场化的问题，面临着经济停滞、失业严重、腐
化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并发的“拉美化陷阱”，因此，应当停止和放慢市场化进程，强化政府管制；
则相反，认为腐败和两极分化是政府管理和双重体制的产物，因此应当实行激进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