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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鸦片战争开始，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力图探索出一条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一理想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始终。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义和团运动，中华儿女始终在苦苦探索着。
辛亥革命结束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近代中国革命进步打开了新的一页，但很快又陷入军阀混
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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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揭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崭新一页。
在时间的长河中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历史将永远镌刻这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人命运的伟大时代。
本书通过对30年来中国整体经济体制和几个主要领域改革开放进程的回顾，记述了这些方面取得的进
展、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改革发展的目标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力求为关心和关注中国
改革开放进程的读者，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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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建立科学合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
求。
为了寻求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自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就开始了不懈
的探索。
经过近6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大胆探索和实践，我国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下来。
一、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与改革所有制结构，是指各种所有制形式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
重、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所有制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
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制约着这个社会的生产力能否迅速发展。
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调整与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初没收官僚资本，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起，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历经多次调整与改造，走过了极不平凡的探索历程。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3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前所有制结构的调
整变化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要求和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大二公”的认识基础上发
生和展开的，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和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
经济命脉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外国资本、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的代表手中。
新中国诞生之后，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就是
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
在中共中央提出的“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
垄断资产阶级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指引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级人民政府没收和接管了属于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金融和工商企业，从而构
成了新中国最初的国有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五种成分组成。
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1949年，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国营、合作社营工业占34.7％，公私合营工业占2％，私营工业占63．3％
。
在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
本经济政策，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国家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积极扶持合作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到1952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与公私合营企业产值所占比重已达50％以上，与其他经
济成分相比已占优势。
从中可看出，在这个阶段，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并不太高，非公有经济成分占相当比例。
这种所有制结构不仅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渡过了恢复时期，弥合了长期战争的创伤，而且为l953年开始
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
因此，总体上说，这种所有制结构基本适应当时我国生产力状况的发展要求，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发
展。
2．第二个阶段：单一公有制格局的形成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
改造”，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3年开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
要组成部分。
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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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
形式。
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
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7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比重达97．5％，私营工业已全部公私合营，批发与零售商业中，私
营成分分别仅占0．1％和2.7％。
其后，经历“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实行更加片面追求纯之又纯的公有
制形式。
到l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
不存在。
我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只剩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成分，而相当一部分集体经济实际
上是按国有经济的规则管理和运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已成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单一的公有制。
任这段时期中，受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的不断蔓延，“左”倾
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被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己物和不稳定因素。
与此同时，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所有制形式的思想认识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公有制经济被理
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经济成分，而公有制经济又主要体现为国有制经济。
一方面，片面强调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低估集体所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的界限，搞所有制的“升级”、“穷过渡”和“合并”运动，将“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
制形式先进与否的标准，即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围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另一方面
，完全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
连农户搞的一些少量的家庭副业也被当做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不断地加以挞伐。
实践证明，这种公有制基本上一统天下、国有制又占绝对优势的所有制结构严重脱离了我国生产力落
后、社会化生产水平低的国情，人为地拔高了所有制结构，必然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产生严重的
碰撞，甚至破坏已有的生产力。
在这种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否定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压抑
了企业和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与活力。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突破，刘少奇提出了允许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的思
想，以及陈云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重要思
想。
这些思想只是在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0—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得到了短暂的
贯彻执行。
(二)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30年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整和改革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
的基础和核心，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成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30年来，随着所有制观念的不断更新和突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话应
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1．第一阶段：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格局的形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最初发
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变化，得到不断完善和发
展。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
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
”这个决议正式提出了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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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重申了这个提法。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其中指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要在自愿互利
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问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
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
还提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
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补充”。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基本确立。
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义有所发展。
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
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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