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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刘国光 

——中国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 

  文章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主席团成员、原副院长刘国光获奖文章《试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 6 期。该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对改革开放 30 年作一个总体性的思考，可

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程，只有不

断地对一些新矛盾进行新的反正，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转向新的综合。辩证地看待

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 30 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

和潜在的风险，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

矛盾、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

的关系等等问题。关于经济运行机制，在继续坚持市场改革的同时，要重新强调

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关于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

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关于分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

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21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简介  

  “21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设立，并于

2009 年 5 月在法国巴黎首次颁发。其宗旨是通过奖励 2001 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学

理论和方法研究上具有重要创新的世界各国经济学者，以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研

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和发展。其评奖委员会由美、英、法、德、日、中等六国

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组成，获奖作品经过个人申报或他人推荐，由评奖委

员会初评，学会理事会终评产生，并在当年度学会论坛开幕式上公布。  

  今天在这里非常荣幸地接受“21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对此

我深表感谢。  

  我今年已经 87 周岁高龄了，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曲折过程，

参与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许多重大经济理论探讨，和一些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命

运的重大决策、中央文件和中长期规划的起草工作。我在这篇获奖论文《试用马

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作了全方位地思考，力求在总结实践

经验中创新。我尝试从十一个方面将改革开放经验得失方方面面的问题涵盖进

来，力求全面客观、言简意赅、说理透彻。 

  我在该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

程，只有不断地对一些新矛盾进行新的反正，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转向新的综合。

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 30 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正视

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风险，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与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社会存在的关系等等。概括起来，就是要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着眼于强调生产关系，另

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二者有机统一，不可偏废。改革的

成败要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终是巩固了没有，所谓改革的失败，不是指生产力

的失败，而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丧失了，两极分化，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小平同志说这是改革的失败。不是什么都讲姓“社”姓“资”，如生产力就不能

讲姓“社”姓“资”，生产关系中一些共性的东西，也不必去问什么姓“社”姓

“资”。但是，生产关系中非共性的东西，就不能不讲姓“社”姓“资”，一定

要具体分析，辨明是非。 

  我在该文中依照“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历史唯物论推进“改革在更高层次

上综合”，从新形势出发针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见

解： 

  比如，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论。我始终坚持两点论而不是偏执于其中的一点，

根据具体实际辩证地摆正二者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将市场视作洪水猛

兽，我是比较早地倡导市场取向改革的；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面对市场

体系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则更加关注市场缺陷，坚持合理而有效的政府

干预。我始终坚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论，认为尽管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但目标

都是指向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各自发挥应有作用。单纯靠计划

或者市场调节都是不完善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是历史的必然，

但市场经济也有许多缺陷，不能迷信市场。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政府必

须实施合理而有效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在继续坚

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需要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

控中的指导作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

用，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不能把“计划性”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之外。  

 比如，公平与效率并重论。改革过程中围绕计划与市场争论而展开的另一条主

线，就是如何协调公平和效率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重公平、轻效率的大背

景之下，我赞成效率优先的提法，以此改变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

而当改革进行了 30 年之后，当效率问题不如公平问题突出、公平问题愈益表现

出影响效率和稳定的新形势下，我则极力呼吁效率与公平兼顾并重，更加重视社

会公平。认为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和协调发展。要防止

因两极分化而导致改革失败。不强调社会主义，忽视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那么，

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设市场经济，必然会是人们所称谓的权贵

市场经济。 

  比如，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统一论。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关系、缩小贫富差距

时，从分配关系入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完善社

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光从分配

和再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

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延缓“公”降“私”升速度和程

度，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向两极

分化推进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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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论。要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解放观，

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解放，这是促进我们的改革开

放向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方向前进的；另一种是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为

指导的思想解放。不能天真地认为凡是思想解放都能正确引导推动我们的改革开

放，要警惕有人想利用思想解放来误导改革开放。 

  辩证地看待改革、反思改革的得失、及时地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并不等于反

改革，相反地，只有这样才能始终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及时地消除隐患。消除

隐患最好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而不是掩盖错误或粉饰

失误。30 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

反、合过程，现在到了对一些新的矛盾进行新的反正的时候了，正是着手解决现

实的问题和矛盾，才能使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新的

综合。具体来说，关于经济运行机制，要继续坚持市场改革，同时要重新强调国

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关于所有制结构，要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同时要

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在此前提下毫不动摇地发展公私两种经济；关于分

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这可以说是

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应有之义。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这种独特的经验、

模式和道路之存在。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的很长一段时期，有的同志只注意到了政治上的资产阶

级自由化，没有从经济上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私有

化的观点、完全市场化的观点、政府守夜人的观点，都是经济领域里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表现。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领域变质，经济领域

如果变质，政治领域会跟着变质。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的作用。那种认为经济领域没有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上的幼稚。坚持正

确的改革方向，当前最紧要的是要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新自由主义不是两点

论，而是执其一端、即主张一切要由“纯粹的”、“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是“三化”，

即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与之相对应地，要达到“三个否定”的目的，即否

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这种观念也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

义”。其实践的结果又如何呢？它必然是导向权贵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贫

富分化将会达到不堪忍受、难以收拾的地步。因此，新自由主义不是什么社会的

福音，而是干扰改革的杂音，必须从改革的起步阶段就应努力加以抵制和反对。 

  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战略政策方面推行市场的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贸易和资本的无限制开放、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主张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

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因而成为了损害发展中国家和社

会主义国家利益的理论工具和舆论工具。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也没有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福音。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有拉美教训，许多国家搞自由化、私有化、

放松国际金融管制最终都出了大问题，现在觉悟了，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欧美自

由市场经济模式”而向左转。俄罗斯过去听信新自由主义搞“休克疗法”，结果

一撅不振，现在也跌醒了。诚如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所指出

的，“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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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

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自由放任政策给世界带来

的恶果。西方大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都需要自由放任的体制，美国等强国

利用手中极其雄厚的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出人也需要这种“便利”，自

上世纪 70-80 年代以来，撒切尔夫人、里根陆续上台，开辟了长达近 30 年的主

流经济学地位。这次大的金融危机，再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得不更多

地乞灵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之类的手段，不得不借助于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

计划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旦经济形势变暖，它还会

死灰复燃。——只要大的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它们还会

大肆鼓吹和利用新自由主义蛊惑人心。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中国政府为稳定经济采取了诸多重大措施，取得

了良好的实效，再次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宏观协调

的。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如教

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

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

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不要国家的协调和安排。新自由主

义关于市场万能的迷信、自由放任的神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其本质、其用

心而不再相信了。 

  （本文系作者在“21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颁发大会的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