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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对笔者的博士论文进一步修改和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完成的。
从毕业到现在已有近一年的时间，此间，我在不断地听取多位专家、教授意见的基础上几易其稿，但
是，我深知自己天资愚钝、才疏学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难免存在着缺陷甚至错误，欢迎各位读者不
吝赐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改革开放30年以来，理论界根据我
国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状况，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已经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真实状况理论界存在着争论，而切实准确、全面地认
识当前的所有制结构状况，不仅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认识的需要，而且是正确理
解并解决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分配、消费问题、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因此，在我的导师
白暴力教授指导下，笔者选择这个问题作为博士论文。
在做论文期间，笔者全力以赴、殚精竭虑，克服了多重困难，其中除了需要理论上取得新的进展外，
还要获得有关方面的精确数据，为此，我多次到国家图书馆、国家统计局资料馆寻找所需资料。
经过长期的努力，论文终于完成，在此基础上修改的书稿也终于要出版了。
如果这一研究成果能够在这个问题的理论大厦上添上一片瓦，能在向这个问题正确研究的道路上加一
块砖，那将是我非常非常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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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解决三个问题：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未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什么？
因此，本书的重点就是这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
本书通过对2004年以来的我国所有权结构分析得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其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本书研究了1978—2004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变迁及其内在运行机制。
其三，未来的所有制结构变迁。
本书深入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生产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状况及其关系，指出
从理论上说，随着生产力、生产方式与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矛盾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会进一
步增加，比重会进一步提高。
因此，在未来的所有制结构变迁中，上层建筑应该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公平提高和
国家经济安全为标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有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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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章　导言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一定社会形态的所有制结构作为该社会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基础，它的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它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状况、上
层建筑的相适应程度决定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程度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因此，研究一
个社会发展状况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首要的、基础的工作是研究该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状况。
研究这个课题尤其对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状及其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对此，甚至当代西方经济学者科尔奈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指出，“在研究社会经济体制时，弄清楚
究竟是谁拥有生产工具（用于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一、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认识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坚持以马克
思基本方法为指导，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根据我国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状况，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理论。
但是，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已经滞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
的现实发展状况，因此，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并以其为指导，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历史变迁、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客观地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
制结构各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切实全面、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的所有制结构善，不仅
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的所有制结构状况，不仅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认识
的需要，而且将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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