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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牢记：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是社会主义制

度框架内的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

心思想。在此同时，必须切实防止权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保持社会主义政权，防

止权力资本主义出现的根本途径；始终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革命化，是防止出现权力资本主义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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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新事物，如同“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一

样，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现时期的探索和早

时期的探索一样，充满着艰辛，充满着困惑和偏差。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权力资本化和

权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当下中国最为国人所诟，最为

广大人民群众所担心的现实问题。贪腐案的频繁发生，

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等，所有这些问题无不可以从权

力资本化和权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找到其深刻根源。权

力资本化和权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呈日益蔓延的趋

势。这一结果的出现与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相违背的。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

康发展，就必须正确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

想，探究权力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防止其蔓延，

并最终予以消除。 
 

一、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思想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科学的理论对于正确的实践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指导

作用，因而，回顾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

界定，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含义是极其重要 

的。 
邓小平在 1979 年 11 月 26日会见外宾时指出：“说

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236)提出了社会主义可

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我们要准确理解这一科学思想，

必须结合提出它的特定历史背景，弄清其内在含义。 
(一) 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政治前提——坚持社

会主义 
在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之前，党在 1979

年 3 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小平指出：“要在中

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如果

动摇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

社会主义事业。”[2](502)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前提，自然也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

理论和实践的政治前提。我们不能忘却历史发展的顺

承关系，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前，提出社会主义

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后，这是基本的历史发展事实。在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

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深刻论述明确规定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政治前提——坚持社会主义。 
(二)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

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市场经济 
在关于市场经济的具体论述当中，邓小平指出：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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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

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

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

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

社会的。”[1](236)
 邓小平这段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 

第一，它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否

则，就没有必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个“社会主义的”限
定词。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它只具有方法论意义。 

第二，它界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三重具

体范畴：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全民所有制同集体

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全民所有制和同外国资本主义的

关系。 
第三，它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

的，那就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应该说邓小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

民主体性，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具体范畴都作了明确科学的阐述。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

进一步的阐述。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从社会制度的属性

中剥离出来，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从而廓清了人民的思想迷雾，这无疑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计划和市场都是

方法、手段和工具，是实现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步骤，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和方法。邓小平的深刻论

述精辟阐明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相对于社

会主义而言，市场经济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因此，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前提是不言自明的。 
(三) 坚持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

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思想 
如果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壮大，而是消弱甚

至否定公有制，这种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而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市场经济了，实现共同富裕

也就会成为一种空想。显然，这违背了邓小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

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2](339)

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

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几个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3](554−555)

 “我们干的

是社会主义事业。国家经济的主体必然是公有制经济。

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决不能动摇。”[3](50−51)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的目的

是消灭资本主义。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决定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还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

度，因此，这决定了现阶段我国资本发展的可能及现

实需要，决定了资本在我国发展的现实空间；同时，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也决定了这种资本的特

殊性质，也就是它必须从属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必须

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限制和制约。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贡献就在于：其一，确立了我国发展市场

经济的政治前提，即坚持社会主义；其二，明确界定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三重具体范畴：全民所有

制之间的关系，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

全民所有制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公有制，邓小平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科学界定是我们在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牢牢记取的。  
 

二、权力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防止 

 
权力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破坏社会主义法律，利用公共

权力占有或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

义经济。 
列宁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存

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

平等和剥削。”[4](124)
 列宁是从对当时俄国具体国情的

认知作出这一价值判断的。具体到当时俄国的具体环

境，列宁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可以对列宁的

这一论断作出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论断。但是，列宁

这一论断对于考察我国权力资本主义的形成具有方法

论上的意义。 
在理论上，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

从而在实践上忘记了它的制度属性，忘记了这种市场

经济还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活动，忘记了它

还要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

约。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

就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生活当中，我

们出现了把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错误价值取向，

这无疑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现实的社会主

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在理论的理解上以及实践的操作

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不是努力去壮大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而是放肆地动摇、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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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无忌惮地破坏，变卖国有资产，放任国有资产流失

的行为就是这种典型代表。“腐败和改革同时俱进。每

一次市场化改革，都为资源的掌控者进入市场进行交

换带来机会。”[5](47)  
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

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因此，市

场经济的发展为权力资本主义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现

实的土壤。党内执掌政权的腐败分子一旦和这种市场

经济自发产生的资本相融合，这势必在实践上出现严

重偏差，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促进私有化

某种程度的恶性发展，从而导致权力资本主义的形成

和发展。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过

程中，中国出现了一种庞大的权力资本，这是有目共

睹的一种社会经济现实。以下列举部分事实就可以说

明这一事实的严重性。 从成克杰到赖昌星的远华案，

从胡长清到杨秀珠，湖南郴州腐败大窝案等，所涉金

额相当巨大，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

发展。胡长清“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共收受 18 人的 87
次贿赂，这 18 人中绝大多数是个体私营企业

主”[6](304) 。这种权力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严重破

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要防止权力资本的发展，最根本的是巩固无产阶

段专政。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国际产主义运动中

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对这

一问题的探索走过了极其艰难的过程。苏东巨变以及

当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党政干部的腐化堕落以及我

国权力资本主义的蔓延无不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脆

弱性。  
应该说，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作为现实的无产

阶级专政的创立者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

作出了极其重要的探索。但是，自从社会主义成为现

实的社会制度后，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指引和实践

路径是不成功的。苏东巨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

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性失误以及当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权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明

证，无一不说明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巩固革命

政权的艰难性，同时，也客观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提出

了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至关紧

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

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政权，苏东巨变历史性地给社会主

义 建 设 者 提 出 了 一 个 问 题 ： 为 什 么 在 无                
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会使无

产阶级丧失政权？为什么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进

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出现权力资本主义的

蔓延？它会不会击毁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重蹈苏东

巨变悲剧？因此，现实历史的发展给后来的马克思主

义者提出了迫切的任务：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

何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防止权力资本主义的形

成和发展？苏东巨变和现时中国权力资本主义的发展

实证性地说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性和必要

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

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最

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不

同的是，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都产生于落后的国家，

资本主义发展很不成熟，进入社会主义所需的应该由

资本主义完成的社会条件很不充分，因此，在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如何建立、巩固、发展和壮

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成为很重要的任务。生产资料公

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

发展和壮大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壮大和发展。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允许

公有制经济以外其它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仅

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产物，不具有社会

主义社会性质的普遍性。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

能颠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

质的根本要求。因此，“要真正巩固和加强我国的基本

经济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把私

有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同时，

要教育资本家遵纪守法、善待群众，批评以至处分某

些暴富阶层的人过度剥削、虐待和欺压劳动者，以及

挥霍无度、炫耀财富等丑恶行为。”“防止和惩处不法

资本家和一些腐败官员相互勾结，行贿受贿，贪赃枉

法，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8](17)在苏俄新经济政策

时期，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我国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

探索。这些探索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壮大、巩

固和发展提供了充分有益的经验。充分吸收和借鉴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建设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的有益经验，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

度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这是巩固、发展和壮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的制度保障和应然方向，是防止权力资本主义在

(一) 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保持社会

主义政权，防止权力资本主义出现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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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屏障。 
(二) 始终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革命化是防止权

力资本主义出现的法宝 
权力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中国无产阶级整体革命意

识弱化的必然结果。党员干部队伍作为中国无产阶级

的先进分子，其中的一部分背叛了他们所属的阶级，

蜕化变质，转变成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蜕变为瓦解社

会主义事业的破坏分子。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一旦和

我国因为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而存在的特殊经

济形态——私有制经济相结合，权力资本主义的产生

就成为必然。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党的干部队伍领导中国人民

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时期，它决定着中国的

前途和命运，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否获得

成功。斯大林曾指出，干部决定一切。苏东巨变后，

这一论断的政治意义更为重大。 
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必须强调革命化。高素质的干

部队伍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曾经说过，

要来一个革命化。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革命的激情，

没有革命的精神，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早在革

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

的。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无产阶级率领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克服重重困

难，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大批共产主义先进分

子背叛了他们的阶级，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成为中

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仍

然要强调革命精神的伟大作用，强调干部队伍建设的

革命化。 
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不与无

产阶级革命化的弱化及其丧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

度的确立，其直接结果就是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从属于

不同的所有制，中国无产阶级从过去作为一个整体出

现了目前的分层和分化，有的富裕些，有的贫穷些，

有的甚至衣食无着。这种分层和分化必然导致中国无

产阶级整体革命意识的弱化。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

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作为激励性的政

策标杆这是无可厚非的，对于破除当时僵化的思想具

有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客观的政治后果

是重大的：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其实质是让一部分无产阶级先富起来，中

国无产阶级的分层与分化成为必然。那么，一部分富

裕起来的无产阶级能否继续保持革命化，或者说能否

实现并维护那些还不那么富裕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正

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先富帮后富？答案是不容乐观

的，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说明这仍只是一

个美好愿望而已。而且，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一部

分无产阶级早已不能用“富裕”一词来界定他们，有的

转变成雇主，有的已转变成真正的资本家。面对如此

不容乐观的现实，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整体革命意识，

消除中国无产阶级的分层和分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的基本前提。 
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实施是由干部们来决定的，

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决定着政策过程的走向。无

庸置疑的是，部分干部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过程

中并没有站稳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假公济私，

把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私有化。新时期私有制经济合

法地位的确立为权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活动和发

展的空间。不注重、不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势必

导致部分干部的腐化和堕落以及权力腐败，这种权力

腐败一旦和私有制经济相勾结，其客观结果就是权力

资本主义的产生。因此，在中国无产阶级整体革命意

识日益弱化的情况下，尤其必须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

革命化建设。 
党员干部队伍革命化建设是确保党的先进性的前

提。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进性是它的内

在本质。党的先进性在于党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

的理论和政策，在于党组织能够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于党员干部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党的先进性

又源自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就谈不上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因此，党能否始终

保持先进性取决于党员干部队伍革命化建设。 
党员干部队伍革命化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

基础。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来源于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

能力的提高以及人民群众参政能力的增强，而人民群

众管理国家能力的提高和参政能力的增强又有赖于无

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共产党革命性的增强和宏扬。 
因此，革命仍然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必

须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建设，增强无产阶级整

体性革命意识。在艰辛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正是中国

共产党的高度革命化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

领导者。现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新时期我国人

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奋斗目标，

必须继续强调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化，提高和增

强中国无产阶级整体革命意识，在此基础上发挥革命

精神，从而团结全国人民，为根除权力资本主义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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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为实现我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时代任务

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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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icting to socialism is the political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ing market economy in our country, and China’s 
market econom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ublic ownership, or the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frame of socialism systems; 
it is the core thought of socialist economy to stict to socialism and enlarge th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realize the 
people’s prosperity.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basis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prevent 
the emerging of the power capitalism, whi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keep the cadres’ revolutionary spirit throught in 
preventing the emerging of the power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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