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内在逻辑

杨小勇， 刘  芳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改革开放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命运依然有着重要价值。“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形象地表达

了新一届政府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改革开放具有历史、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内在逻辑：通过梳理

改革开放进程的三个阶段，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探索出了改革开放的内生动力和核心关键；通过论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

45年改革开放实践获得的经验和成就，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展望未来，针对国内外形势

的深刻变化，须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更加

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改革饭并非现成饭，开放路也非平坦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内在逻辑证明：

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开放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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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

水区。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需要解决前期改革遗留下来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面临着与过

去完全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尤其是在2018年以后，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新变

化。在国内，民间出现了反市场化、反民营经济的思潮。部分网络“大V”鼓吹“民营经济离场论”

“国进民退论”“新公私合营论”等论调，对市场信心造成较大冲击。对此，党和政府多次重申要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明确表达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心。在国际，“和平与发展”的

世界主题出现涤荡，不确定性增加。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和美国极右思潮的泛滥，中美

矛盾冲突难以避免。美国政府人为“筑墙设垒”，推动对华“脱钩断链”，对多国滥用单边制裁、极

限施压，试图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取代以市场和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同时新冠疫情

与俄乌战争交织放大了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当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以至于威胁到我

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时，就必须从全局出发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变革，在深化改革开

放中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推进改革

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①
。2023年3月13日，李强总理在答中外媒体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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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还是要‘吃改革饭、走开放

路’”。这些重要论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和

时代价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磅礴力量。

国内学者从改革开放的启动原因、阶段划分、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整体成就与经验、不同

领域的成就与经验等多个维度对改革开放展开了研究。段治文和闵帅从内源性社会动力的角

度提出，在民间和上层两股力量共同推进并在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改革

开放的历史合力。
①

沈坤荣和赵倩以制度演进和重大事件为节点，将改革开放历程分为五个发

展阶段。
②

杨俊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在领

导主体、改革目标、理论和物质准备以及历史经验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和继承性。
③

胡鞍钢对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

制、城乡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作出了整体论述与评

估。
④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具体微观领域举措与经验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热点。刘峰和王占仁对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历史回顾与经验分析。
⑤

刘华超聚焦改革开放

以来党的领导制度变革，提出了当前全面深化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政治保证、规律遵循与根本

导向。
⑥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后续研究的推进提供

了有益参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1）从研究成果数量看，聚焦改革开放以来

不同领域微观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对改革开放全面、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改革开放宏观

层面的整体研究不够深入。（2）改革开放研究的时效性有待加强。改革开放30周年和40周年是

该领域的研究高峰期，其他时间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当前改革开放实践已面临新的国内外环

境，很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改革开放进行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文立足新的发展阶段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出发，回顾中国共产党人推

进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厘清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这对于在新的

历史征程上继续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具有重要意义。

二、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就是事物或思想历时性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中国波澜壮

阔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一个逐步探索、完善与深化的历史过程。随着党中央对改革开放理论认

识与总结的不断深化，不同时期的改革开放目标与措施也随之调整。

（一）发轫初创：改革开放的早期探索（1978—1991年）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尽管“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终结，但彼时国

家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而大多数人由于思维定式，仍囿于“姓资”“姓社”

的抽象争论。面对这种情况，1978年《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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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标准》，并迅速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在之后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上实现基本路线的拨乱反正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和老一辈

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①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的改革发

轫于农村，农村基层制度的创新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来自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农民要

求吃饱饭）。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尚无改革总体蓝图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政治勇

气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私下探索分田到户和包干到户（即“大包干”②
），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实行“大包干”仅一年，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就达到6.6万公斤，收油

料1.7万公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
③

。此后，中共中央通过印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

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等文件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

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

十项政策》取消了已实行30余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并引入市场机制。

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后，进而转向城市。1979年4月，在借鉴农村改革中扩大生

产和经营自主权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大型国营企业以“放权让

利”为突破口，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到1980年6月，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企业达6 600
多家，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约占60%，利润占70%。试点企业取得了收益

好转等显著经济成果，然而由于分配的不规范，政府并未获得预期收益，因此政府决定在后续

改革中实施“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

开。80年代后期，改革延伸到企业内部制度，部分企业探索出“承包制”“股份制”等“两权分离”
的有效形式以增强企业活力。总体而言，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国企改革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短期行为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到1991年末甚至出现了国营

企业亏损比例超过了盈利占比的情况
④

。

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⑤
同时，邓小平

还强调对外开放不能局限于对外贸易一种形式，“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

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⑥
，对外开放应当是面向全世界的全方位开放。到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我国已逐步形成了包含“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

内地”的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高速发展：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2012年）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实践中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不断，但改革的总体实践方向是朝着

市场化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果，为经济体制市场化方向改革提供了合理性证明。

在中国已经逼近市场经济大门之际，邓小平南方谈话犹如一缕春风，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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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从理论上回答了许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在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

系时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①
。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指明的市场化方向，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

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框架
②

。党的

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下一步目标是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为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具体的经济改革、发展的任务和要求。

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推进了许多重要改革，如价格市场化并

轨、分税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改革等。改革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特征，搭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
③

。在本阶

段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瞩目的当属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有企业在经历了上

一阶段以“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为核心特征的初步改革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方向，并不断向纵深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以“抓大

放小”为核心，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资产重组和公司制改造，对数量众多的国有小企业实行

非国有化改革，放开放活中小型企业。国有小企业的非国有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

展。2012年，民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60%④
，这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于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这一标志性事件是我国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经典案例。一方面，在十多年艰难的入世谈判

中，我国为了能有效应对国际市场冲击，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入世

倒逼国内体制改革。我国执行世贸组织规则，遵守开放市场的承诺，大幅降低关税水平，增强

了国内市场活力和企业竞争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也积累了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结构失衡等

等。想要破解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唯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三）全面深化：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时代（2012年至今）

在改革开放面临更复杂形势之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

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⑤

，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和全

面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作为总目标。在总目标统领下，还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

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在改革实践中，注重统筹推进各领域改

革，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2018年到2022年，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共召开27次会议，探讨了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科技体制改革、医疗改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等领域的改革方案。在2023年4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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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②《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③庄尚文、王庚：《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与经验》，《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

④来源：共产党员网，https://news.12371.cn/2013/02/02/ARTI1359756145199508.shtml。

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页。



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提上了新高度。会议还审

议通过了3份改革文件，分别是《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国

有经济管理有力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直接

牵住改革的“牛鼻子”，以重点带全局。

在对外开放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我国实行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

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了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①

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强调，必须“坚

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改革开放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伟大抉择。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提高了中国社会生产力，

改善了生产关系，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三、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理论逻辑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理论逻辑蕴藏在其历史逻辑中，它从历史逻辑中来，既指导着历

史逻辑的演进，也在历史逻辑中不断发展自身
②

。从理论逻辑看，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的

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一）改革开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应的必然要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适应强调两个方面，其一在于“适应”，其二在于“动态”③
。“适应”

指的是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匹配。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

有反作用。因而，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是发展形式还是桎梏形式，取决于二者是否相适应。在

实际匹配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发达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结合，或者生产关系的先进性超

越生产力等不匹配不适应的状况。只有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能相互促进其发展时，二者即呈适

应状态。“动态”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恰好相互适应是

一种理想状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矛盾则是常态。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

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④
。当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阻碍时，就需要通过“改革开放”

变革生产关系，因而改革开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应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力呈现总体上落后、结构上多层次的特征，这样的生产力决定了适应

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不应当是马克思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⑤

，因而必须通过变革

生产关系使其适合当时的生产力。为此，我国分别对农村和城市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趋向于适合当时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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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使我国生产力快速提高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时的水平，以至于1992年的生产关系又

出现了不适应当时生产力的方面，为此，党中央又继续进行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原有基础

上加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改革，使此后的生产关系趋向于适合生产力，使生产力快

速发展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的水平，以至于2002年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适应当时生

产力的方面，为此，党中央对进一步改革作出部署，改革的指导思想在上一轮的基础上加上了

科学发展观，通过改革，使此后的生产关系又趋向于适合生产力，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到2012年

党的十八大召开时的水平，以至于2012年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适应当时生产力的方面，为

此，党中央进行进入新时代的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在上一轮的基础上加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改革，使此后的生产关系不断趋向于适合生产力，使生产力快速发

展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时的水平，以至于2022年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适应生产力的方

面，为此，党中央又进行进入新时代之后的新一轮改革，即全面深化改革。所以，改革没有终

点，只有不断改革才能保障生产关系不断朝着适应生产力的方向发展。

（二）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

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要从理解社会基本矛盾出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

具体表现，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的多种

矛盾中起着支配性作用的矛盾，是影响和制约一定时期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性矛盾
①

。社会基

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实质上是“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理论。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党和国家

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也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重新进行了省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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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表述，指出“在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再使用阶级社会的建构逻

辑，而是将人民作为主体，以人民的需要和人民需要的满足状况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

面，从而使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不再是进行阶级斗争，而是通过改革开放促使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动态适应来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一论断不仅契合了我国的具体国情，还破除了阻碍发展的思

想和体制禁锢，为改革开放初期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②

。

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生产力，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得

到迅速提高。此时，“落后的社会生产”这样的表述已经不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适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新的主要矛盾，我国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用改革的方法推进结构调

整、增加消费、扩大需求。可见，即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随着生产力发展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始终是解决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

（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改革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进行分析时隐含着

“无市场”的假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中，由于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因此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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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颜晓峰：《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②杨小勇、王文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及化解路径》，《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品分配上可以实现有计划地按需分配。但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具有现实性。从各国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现代社会和国家，无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

在经历了政府与市场的多次失效之后，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府与市场的混合”①
。因而，在改

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提出了

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理论”，阐释了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

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重点探讨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强调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的框架下由国家调节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第二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一阶段强调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

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这一阶段将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提升为“决定性”。政府不再需要对市场时刻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

调整，可以由市场自发进行资源配置，只有当宏观经济失衡时，政府才进行宏观调控工具的变

化，这就给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留下了很大空间
②

，进一步提升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活

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更加明晰了市场和政府的职能以及二者发挥作用的边界。我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

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健康运行正是因为发挥好了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

用，实现了二者的内在融合与相互补充。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将是改革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

架下的市场与政府相辅相成，需要将两者的优势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

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

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③

（四）“两个毫不动摇”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守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重申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两

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

方针。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把“两个毫不动摇”纳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国经济基础的核心，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社会性质。建立以生产

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根

本要求。但社会主义社会也分为不同阶段，其所有制结构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国现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毫不动摇”是改革开放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国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必须坚持这一制度基础。

公有制经济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共同富裕

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在调动各类市场微观主体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和创造

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舆论场上出现了数次针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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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的言论。2018年，网络上出现了“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论”“国进民退”“新公私合

营论”等论调。《人民日报》刊文《踏踏实实把民营经济办得更好》，对这些论调进行了批驳，指

出这些论调是在开改革开放的历史倒车。同年，习近平发表了《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的讲话》，

驳斥了这一系列谬论，肯定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表达了党中央坚决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立场。2021年，网络上出现《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一文，将对民营企

业的一些监管措施描述为深刻变革，认为民营资本将被涤荡。由于部分官媒对该文进行了转

载，似乎赋予了该文定调的意味，对市场信心冲击巨大。《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坚

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即非

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

针政策没有变。

“两个毫不动摇”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守的制度基础，只有将“两个毫不动摇”统一

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才能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四、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实践逻辑

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是实践逻辑的科学反映。实践逻辑表明了当下的、

发展了的实践，同时也是反映客观关系、反映社会制度的系统实践
①

。对改革开放实践逻辑的

探讨要以史为鉴、以理为纲。

45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我国经济社会走过了极为光辉的历程，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

著提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体现了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如图1所示，

197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 678.7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1位。之后连续跨越，2000年突

破10万亿元，2012年首超50万亿元，2022年首次站上120万亿元的新台阶。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

大约是1978年决定改革开放时的329倍，是2012年步入新时代时的2.25倍。1978—2022年，国内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08%②
，远超同一时期主要经济大国的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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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8—2022年中国GDP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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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雷声：《关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思考——兼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

第9期。

②采用复合增长率法计算： [(1 210 207.2÷3 678.7)^(1÷44)－1]×100%≈14.08%



除了经济总量跨越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快速增

长，消费质量明显改善。如图2所示，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9 283元，农村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是20  133元 。2022年 我 国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大 约 是2012年 的 2倍 ， 是

1978年的144倍；而2022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是2012年的2.4倍，是1978年的150倍。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意味着居民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人和家庭需求，更高程

度上提升生活质量。正如图3所示，2022年我国人均消费支出24 538元，大约是2012年的2倍，是

1978年的162.5倍，总体上呈增长态势。我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得到大幅提升，说明消费仍是未来

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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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8—2022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2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2》、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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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78—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2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2》、国家统计局。
 

45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

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

进出口总额是体现我国对外开放伟大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如图4所示，2022年，我国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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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额为63 096亿美元，大约是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38 671亿美元的1.63倍，是1978年刚改革

开放时206亿美元的306.3倍，从1978—202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约为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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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78—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22》、国家统计局。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和利用非常有限。1984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29亿美

元。经过45年改革开放实践，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利用外资的能力大幅提升。如图5所示，在

吸引外资方面，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4年的29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1891亿美元，年均

增长率约为11.6%，202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2012年的1.67倍，是1984年的65.2倍；在对外

投资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1984年的1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
①

的1 788.2亿美元，年均增

长率约为22.4%，202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约是2012年的2倍，是1984年的1 788倍。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28.66

1.34

76.28

4.5

102.26

8.5
102.89

9

192.03

432.13
548.05

585.57593.56
550.11

640.72

698.76

952.53

1088.21
1132.94

1197.05 1260.01

1349.66

1430.37
1537.1

1443.69

1891.3

40 20 21 27 10 27
55.3

211.6 559.07

688.11

878.04

1231.2

1961.49

单
位
：
亿
美
元

1
9
8
4

1
9
8
6

1
9
8
8

1
9
9
0

1
9
9
2

1
9
9
4

1
9
9
6

1
9
9
8

2
0
0
0

2
0
0
2

2
0
0
4

2
0
0
6

2
0
0
8

2
0
1
0

2
0
1
2

2
0
1
4

2
0
1
6

2
0
1
8

2
0
2
0

2
0
2
2

年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图 5    1984—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2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商务部。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2009年年底的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试点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仅两年不到的时间，人民币就于2011年超越欧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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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截至本研究，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尚未公布，因此采用202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



为境内第二大跨境收付货币。人民币跨境结算经历了2016年和2017年的短暂回调后迅速抬头。

到2021年
①

，人民币跨境结算已达366  068亿元，是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初步启动时的

17.5倍，是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3.7倍
②

。跨境支付人民币结算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

也是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全面的指标，涵盖了贸易结算、直接投资、外商投资等领域。人

民币跨境结算不断上升，反映了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受到认可，更说明国际市场对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较好，进而提升了对人民币的信心，进一步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是因为党和政府能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

实践经验，并根据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推出了改革开放实践的新举措。

（一）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合力

坚持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合力，是改革开放40多

年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制度经济学认为改革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迁，根据主导这种变迁的第一主

体的不同，可以将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

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面对制度不均衡的情况，基层利益主体自发实施制度创

新，然后再由国家主体进行确认和规范；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引入制度并

实现制度创新，以此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制度供应不足、制度外部化困难等不足。

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引领和基层自发相互

交织汇聚成了巨大的改革合力。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例，由于人民公社集体劳动中出现劳动

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低等问题，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于1978年自发进行“大包干”实验。由基层农

民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使粮食短缺的情况得到缓解，甚至出现了连年大丰收的新局面。随后，

这一制度创新获得了政府的肯定并于1982年被确认为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并在安徽、四川等地试点取得良好效果后，向全国推广。1984年在生产资料变得供不应求，价格

也足以使农民踌躇不前的情况下，大量出现的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新的就业机会
③

，农民的首

创精神再次展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开辟了农民就地就业的新路。再比如，我国的对外开放

从试点经济特区开始。习近平强调“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先行先试是经济特

区的一项重要职责，目的是探索改革开放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开路”④
。

通过由点到线再到面地逐步展开，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这

样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良性互动过程中，我国的改革开放既尊重了人民的创造精神，

又能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把基层的优秀创新经验迅速从试点地区推广到全国各地，降低了改

革的风险，减少了改革的成本，积蓄了改革的力量。

（二）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实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统筹推进

所谓“增量改革”是指对新生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制度安排进行改革。这种改革的空间较

大，触及的矛盾较少，阻力相对更小。所谓“存量改革”是指对长期积累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和

制度安排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涉及的范围广、触及的矛盾深，阻力相对更大
⑤

。中国的经济体制

改革具有明显的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最终实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统筹推进的实践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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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截至本研究，尚未公布2022年全面、准确的跨境人民币收付数据，因此采用直到2021年的跨境人民币收付数据。

②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21》《中国金融年鉴2020》。

③冯开文：《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反观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7期。

④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4月14日。

⑤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



这种先增量后存量的渐进式改革，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能够使一部分

人在改革中获利，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无明显受损，以此减小改革的成本和阻力，取得人们对

改革的支持。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作为改革过程中面临传统约束相对较弱，改革创新空间

较大的部门，引领了中国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并逐渐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增量改革领域。改革开放

伊始，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截至2021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已有4 457.5

万户，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2.1%；进出口总额19万亿元，占外贸总额的48.6%；贡献税收收入9.8万

亿元，占企业税收总量的59.6%①
，可以说民营经济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非公有制经济

的蓬勃发展使公有制经济受到愈来愈大的竞争压力，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体制外经济的快速发

展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这就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采

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能以较小的代价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也避免了类似东欧国家改革采用“休

克疗法”引起的剧烈动荡。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增量的、容易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过的险滩、难啃的

硬骨头。我国改革开放能否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这些难的部分，也就是对存量进行改革，这意

味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更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冲破利益固化藩篱，以高超的政治智

慧把握改革的全面、系统、综合和协同
②

。

（三）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

2020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

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首次明确提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概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

对国内国外经济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主动性战略选择。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已经步入工业

化后期，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具备依靠国内

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
③

。从国际环境看，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一方面，持续三年的

疫情使得中外交流几乎停滞，由于缺乏交流导致的不信任、误读、误判愈发加深。另一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引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发酵，愈演愈烈，经济逆全球化趋势凸

显，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较大改变，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引

进产生了显著影响。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增大以至于对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产生

威胁时，就必须跃出原有经济视野启动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作出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长远规划
④

。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要用足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

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现代化是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转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指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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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2）》。

②洪银兴：《论新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③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④高培勇：《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



追赶现行发达国家的过程，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先导、基础和核心的复杂社会变迁
①

。工业革命

以来，“现代化国家”几乎被等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经过长期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一条既包含了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又结合了

本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破除了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迷思。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②

。

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吃改

革饭、走开放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

念，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拉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幕。历经45年的改革开放实

践，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决心着力破解制约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拓展空间，初步实现了在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文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
③

。过去4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绩，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推动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靠的也是改革开放。

面对历史新征程，我们唯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加强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顶层设计，根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

建等领域的历史性改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方能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五、  结论与展望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我们推动的改革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

革命性、开创性的。李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下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这需要我们在以下几

方面继续推进。

第一，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准改革方向。方向问题实质上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

问题。45年来，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带领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始终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方向前进
④

，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

就。如今，改革到了新的重要关头，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困难程度不亚于改革

开放之初，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动摇。只有继续坚持党

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第二，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物质保障。但也要看到，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公平不

正义的现象，如教育机会不公、收入分配差距大、就业机会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抓紧解决

会极大影响我国进一步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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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保平、张倩：《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学术界》2022年第6期。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③郑秀玉：《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理论视野》2022年第11期。

④沈传亮：《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和根本》，《红旗文稿》2018年第24期。



问题上下功夫，通过顶层设计和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

人民，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过去十年，我们基本建立了各领域的基础制度框架，但距

离建立成熟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有差距，重点领域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

例如，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有较多阻碍、黑化唱衰民营经济，

歧视民营企业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造成对民营企业家市场信心的极大打击等
①

。因此，我国需

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培育更有活力的市场微观主体方面，特别是要依法保护民营企

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消除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企业信贷、法律保护等方面的所有制歧

视，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家信心。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方面，要坚决破除各类市场壁垒，完善统一的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在推

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要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以综合改革试点为牵引，健全要素市

场体系。面对国内国际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我国更需要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四，继续坚持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实施自贸区自贸港战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等方面不断推出新举措，形

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为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未来

需要依托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联动，推动贸易优化

升级，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等制度型开放；优化开放区域布局，促进

东中西部开放联动发展，扩大经济辐射作用；加快对外开放平台提升，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

自贸区网络。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

头浪，但世界决不会退回到彼此封闭的状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仍然是历史的潮流，正如习

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的：“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

共同发展。”②

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风雨不断，争议也从未停歇。但“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内在逻辑证

明：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开放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顺

利实现。

本文构建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避免了基于特定理论视角或历

史阶段可能出现的对改革开放演进过程的割裂或对现实情况的忽视
③

。我们希望这一努力能够

为认识和评价45年改革开放提供一种兼具历史整体性和当下时效性的研究视角。尽管理论界

关于改革开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站在历史新方位，面对国内外新情况，如何在

改革开放中继续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如何通过改革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

质量发展；如何使改革开放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目标等问题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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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健生：《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导报》202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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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



The Inner Logic of “Eating the Rice of Reform and
Taking the Path of Opening-up”

Yang Xiaoyong,  Liu Fang
(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

Summary: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  key  measure  that  determines  the  fa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 still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not only requires solving various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left  over  from the  previous  reform,  but  also  face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ast.  The  metaphorical  image  of “eating  the  rice  of

reform and taking the path of opening-up” expresse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an inner logic that integrates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from early explora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hen to  entering  a

new era of overall system design to promote reform,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itial  creation,  rapid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s  the  core  issue,  and  the “two  non-vacillations” are  also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that we must adhere 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we need

to combine grassroots innovation with top-level design to form a joint force of reform from top

to bottom and from bottom to top.  We need to drive stock reform with incremental  reform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incremental  reform and  stock  reform,  so  as  to  build  a

dual circulation in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power in an all-round way by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Looking ahead, in

view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e need to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people-centered reform value  orientation,  the  market-
oriented  reform  direction,  and  a  more  proactive  opening-up  strategy.  The  45-year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been plagued by storms, and disputes have never ceased. However, the

inner logic of “eating the rice of reform and taking the path of opening-up” proves that reform is

always  on  the  way,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ill  promote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power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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