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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 
2008-12-10庞 松

 

近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刘少

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薄一波同

志曾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先驱者之

一”，他对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些基本问题所提出

的卓越的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党在走过一段弯路之后，最终形成这一正确的全党共识，具有

重要的开拓性意义，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思想启

迪。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体制的许多观点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

议所吸收，并体现在建国大纲《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中 

  从1948年下半年起，刘少奇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较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建立和发展新

中国经济的问题，并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讲话。

随后，又在多次党内报告及1949年4月视察天津的讲话中，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和政策。这些观点主要有： 

  其一，严格把握国民经济计划的范围和程度。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指

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不同于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在于它“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

性与计划性的经济”。从当时的认识来看，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要逐步走向计划经济，在党内是

没有异议的。在这个基本认识下，刘少奇着重从我国小生产仍占极大优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也占有相当比重的现实出发，强调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

的限度之内，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内的计划经济”。为此，必须防止“超

出实际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这种严格把握国民经济计划的范围和程度的

思想，反映了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调节因素的重视。 

  其二，重视处理新中国经济体系中商品经济所关联的市场关系问题，提出“谁领导了市

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刘少奇在1949年12月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报告中，阐述了小生产者

生产出来的商品，要拿到市场上去卖，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而新中国的经济体系，正是经过

这种商业关系，把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的小生产者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

构成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因此，“商业就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里所说

的商业，实际是指商品经济，既包括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又包含市场对商品生产的引导，即

生产、销售和消费三者的相互关系。针对有人认为商业“不创造价值”的观念，刘少奇强调，

“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它又可以支配生产”；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



分配的，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关系，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谁领导了市场，谁就

领导了国民经济”。 

  其三，把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摆在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这是刘少奇关于经济体制的一个

深刻见解。对此，他在视察天津的讲话中反复提出，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不要

单纯恢复旧的，而要多想办法打通渠道，组织推销工农业产品的交易市场，“使城市工业品与

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在这方面要与商业资本家合作。这些论

述，体现了经济体制的又一条重要原则，即必须围绕建立市场关系这一中心，千方百计把城乡

关系活跃起来，以刺激生产，使市场上的商品多起来。 

  其四，明确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体制因素。刘少奇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

新民主主义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所谓“适当

条件”，就是国家在彼此两利的政策下与资本家订立合同，使资本家愿意接受国家监督。刘少

奇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中国可以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

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这是刘少奇从1921年至1922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赴俄留学的

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一个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 

  在这一阶段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思考中，把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相应的市场关系，

同“逐步地实行计划性”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一种既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适

合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些意见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有许多观点

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吸收，并体现在建国大纲《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中。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刘少奇就改进计划体制和增强经济活

力提出了诸多重要见解 

  随着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渐形成计

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1956年党中央开始初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个探

索过程中，刘少奇针对改造后期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重

大挫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就改进计划体制和增强经济活力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 

  其一，进一步考察了计划经济的缺陷，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

和灵活性”。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经济组织形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党的八大采纳了陈

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意见，允许一些个体手工业户、小商贩仍保持单独经营，

一部分农产品进入自由市场，使国内经济一度活跃，许多地方出现自发经营的“地下工厂”、

“地下商店”，成为社会上关注的问题。对此，刘少奇认为“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

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从比较

的角度出发，刘少奇进一步指出，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

万种、几十万种，由此，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其二，提出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

题”。刘少奇认为，最重要的是“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

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并认为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为

此，要利用自由市场，地下工厂，还有农业上的家庭副业、自留地等个体的、私营的经济活

动，来增强经济的活力。 



  其三，十分重视如何实现企业的自主权问题。1959年，为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

动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在海南召集了九次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讨论会。在学

习讨论中，他十分重视如何实现企业的自主权问题，并结合当时中央向地方分权的行政体制改

革的实例，提出了“生产力从哪里来”的问题，主张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这个观点有

相当的深度。 

  总之，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带有他个人的理论色彩。尽管他当时的探索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

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已深刻证实了刘少奇理论探索中的某些远见

卓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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