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主持人语】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

大程度的提高，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

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不仅要看到这4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的现实，

更要看到这些进步和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经济力与经

济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和决定的，且这种矛盾运动并不是线性、单一的，而是交叉、多元的，两者之间相互

影响，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和理论逻辑，必须深

入挖掘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经济力与经济关系的内在辩证关系和运行规律。为此我们邀请政治经济学领

域的相关学者，从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关系演变逻辑进行探讨：一是从现实维度对改革开

放40年来我国经济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四个方面的变化历程、特征和表现进行回

顾和总结；二是从理论维度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四个

方面变化的内在逻辑、机理和规律进行分析和探索。这一探讨不仅有利于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也有利于新时代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马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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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国生产关系演变的
现实路径与理论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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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关系是经济关系中最具决定性的范畴，厘清其演变路径及理论机理是总结和提炼中

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必须将生产关系纳入生产方式的整体演变中进行剖析。为此，文章通过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生产方

式的现实演变区分为数量型生产方式探索期（1978—1997年）、数量型生产方式深化期（1998—2012年）以

及质量型生产方式探索期（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以梳理我国生产关系的现实演变路径。在此基础上，

通过将马克思经典逻辑与我国生产领域改革实践充分结合，总结出我国生产关系演变的理论机理：其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适应”是我国生产关系演变的逻辑主线；其二，“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生

产关系演变的内在轴心；其三，“政府控制力”是我国生产关系演变的宏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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