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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将1978年至1992年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自觉探索阶段”。通

过综合分析该阶段体制改革思想的变化路径和理论逻辑、各项具体政策的推进过程以及经济绩效，阐

明了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在思想轨迹方面，改革目标的市场化取向不

断增强，经历了从“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到“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转变，形成了包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等在内的成体系的指导理论。在政

策实践方面，经历了农村经济、国有企业、非公有经济和价格机制改革等具体改革过程，摸索和总结了

正确有效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在经济绩效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

成效及其与市场化改革推进的内在关联性，从而阐明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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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艰苦奋斗、砥砺前行，探索出了一条

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道路。当前的基本共识是：“中国道路”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其原因在于选择了一条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的渐进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的道路。纵向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延伸与发展，可以发现1978年至1992年是一个特殊

的过渡时期。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尚不明确，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时期。1978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实践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改革，

但关于改革的具体方向和路径却未形成清晰和统一的认识。直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才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纵观1978年至1992年的

经济与理论发展史，我们发现中国经历了在体制改革实践中不断进行试验性探索，在经济理论

上不断抽象、总结和调整，又重新用于指导改革实践，从而最终确立改革的目标与路径的过

程。因此，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自觉探索阶段”（以下

简称为“自觉探索阶段”）。

研究“自觉探索阶段”的改革实践与经济理论，厘清其变化与相互作用过程，有助于总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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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探索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试错教训，为新时代条件下的深化改革提供借鉴。同时，“自

觉探索阶段”的历史经验表明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有助于理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特征，从而加强“道路自信”。

为此，本文以改革的“自觉探索阶段”为历史背景，首先，总结政府和学术界关于改革方向

的认识与论断，梳理其思想通过交锋不断走向清晰和统一的思想轨迹，并总结这一思想轨迹的

理论成果；其次，描述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变化，结合实践分析政策演变的原因；最后，

阐明这一阶段改革的思想轨迹与实践带来的经济绩效。本文试图通过改革理论、改革实践与改

革绩效三个角度的分析，总结“自觉探索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理论进展和实践经验，并总

结其不足，从而为理解中国选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方向的原因，以及为明确下

一阶段体制改革的起点、重要问题和实施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二、  自觉探索阶段的思想轨迹和理论逻辑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而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更新又建立在对经济实

践进行抽象和总结的基础上。改革往往以现有理论为指导，结合特殊的历史背景，选择改革策

略。不同的改革措施将对经济条件产生不同的影响，改革导致的经济制度与体制机制的变化，

可能引起经济规律本身或者其作用形式与范围的变化。这要求思想界研究改革实践，并对其进

行理论抽象。研究过程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交锋将推动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形成阶段性

的理论新成果，进而指导后续的改革实践。将这些阶段性理论成果按时间顺序进行考察，可以

看出经济改革思想发展与演变的轨迹。这种经济思想的动态演化特征，在改革的自觉探索阶段

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自觉探索阶段的思想轨迹

1978年至1992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围绕着探索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而展开，

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既体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又符合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经济运

行和管理体制。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革的整体目标，但关于

社会主义制度应采取哪种具体模式，以及对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等问题的认识，则经历了一

个渐进的过程。

1. 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78–1984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缺陷，使地

方和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

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

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①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改革以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提升其效率为主要目标。方

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使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的领域与范围内

发挥作用，同时在计划管理中也开始注意经济杠杆的作用。学界的研究与认识与中央文件的表

述大体相似，总结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达

成了必须改革这一体制的结论。同时，大多数学者主张改革应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完善计划

经济体制，认为计划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保障（宋养琰，1980；田方和张国福，1981；桂世镛，

1982）。也有学者提醒，该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决定了市场调节不是权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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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计，而是改革的长期取向（刘国光，1980）。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学者就计划调节、市场调节

的概念与二者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计划手段包括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两类，两类计

划手段均应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与经济参数；市场调节也要有必要的行政支持，并且应使

各种计划手段在经济调节中占主导地位（刘国光，1980；薛暮桥，1981）。

2.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1984–1992年）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应充分发展商品经济。
①

其后的论述集中在如何实现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之

上。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

的体制”，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范围均应覆盖全社会，计划应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进一步提

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②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认

为，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③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论断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

了新阶段。它第一次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确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要求对计划工作进行根

本性的改造（于光远，1986；华生等，1988）。这一论断突破了过去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

来的观点，明确了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可以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重大发展（马洪，1984；卫兴华，1985；蒋学模，1989；李成斌，1987）。后续的探讨集中在如何通

过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落到实处。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对整个国民经

济运用立法、行政等手段进行计划领导，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进行调节，从而实现国

民经济的充分发展。进一步的研究指出，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应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与市

场分别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板块式结合”，发展到计划与市场相互作用的“渗透式结合”，直

至充分发挥二者作用，实现“胶块式”的有机结合（刘国光，1988；蒋学模，1989；卫兴华，1990；岳

福斌，1990）。这一时期对计划与市场有效结合方式的探索，除了一般性探讨外，争论基本围绕

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具体改革的实施路径而展开。

（二）自觉探索阶段的理论逻辑

改革自觉探索阶段，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完善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并

最终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因此形成了包含“改革起点−改革理论依据

与实践路径−改革阶段性目标”在内的系统的改革指导理论。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与背景。1981年6月，中共十

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

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

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一方

面是总结1978年以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走得过快过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另一方面

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历史出发点。只有认识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一基本国情，才能选择正确的改革目标与改革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产物。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不同部门的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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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还存在差异的基本国情，我们在所有制上才进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的结构调整，实施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调整，并延续至今。

2.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最终成型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本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1978年以前，中国学

术界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早期思想，但尚不成体系。改革的自觉探索阶段，学者结

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背景，丰富和发展了早期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

论。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突破了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初

级阶段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形式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方面，生产力发展要求充分发

展商品经济以提升企业效率，搞活经济；另一方面，需要计划指导以克服商品经济广泛发展的

盲目性。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之间是统一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指令性

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二者有效发挥作用都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应有步

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2）通过抽象和理论总结各项改革

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探寻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结合的方式方法，并阐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这一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各商品经济一般经济规律的存在性、作用范围与特殊的表现形式，从

而形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经济理论。例如，探明价值规律在当时制度背景下发挥

作用的形式与范围，从而为价格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结合中国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价格双轨制的

现实，以及这种制度表现出的弊端，进一步探明有效发挥价值规律作用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又

如，研究成本、利润、工资、税收、奖金等范畴，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的特殊历史条

件下发挥经济作用的形式与范围，一方面形成了推进国有企业和政府改革的理论基础，另一方

面构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如，研究货币、金融体系的作用，为转换

政府职能，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体系打下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成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

大发展。其内容包括了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成分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方案。

3. 改革整体目标和具体模式逐步清晰和明确

首先，明确改革的整体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

义模式的改革，必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探索构建一个新模式，而非对旧模式的修修

补补（刘国光，1988）。其次，在改革的具体目标上，市场化取向逐步清晰和明确。改革之初，我

国致力于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中，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1984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确立了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运

行机制，不再区分计划与市场的主次关系。在1987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论述中，

不再提计划经济，打破了过去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一分为二的提法。1990年提出的“计划机

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进一步明确了二者有机融合的关系。可以看出，我国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有一个逐步明确和加强的趋势。由此为1992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

出奠定了基础。

三、  自觉探索阶段的政策实践

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是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实践。该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实践主要着力

于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完善商品货币关系，并逐步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主要包括四

方面：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在农业中引入商品和市场关系；二是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放权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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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初步探索如何恰当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关系，如何有效实现经营

权与所有权两权分离等；三是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四是进行了以价格改革为

中心的流通领域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我国商品价格的市场定价机制逐步形成，并且在经济中

的比重不断增加；农户、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模式逐步向独立的市场主体靠拢。同时，改

革实践中，我们逐步认清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社会管理

职能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为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基础。

（一）农村经济改革实践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始于农村，主要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包括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等形式。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改 革 从 出 现 到 中 央 确 立 合 法 并 全 面 铺 开 ， 经 历 了 曲 折 的 过 程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改革开放的同时，明确规定  “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

干”。
①1979年，国家对包产到户开了口子，但对其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

②1980年5月，邓小平在

谈话中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认为其能够提高生产力和巩固集体经济。
③

这标志着中央对

“包产到户”的限制进一步松动。1980年9月，中共进一步放松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范围，并

延长了时间。
④

这表明对“包产到户”态度的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将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改变了过去农业部门吃大锅饭的弊端，

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改革试点区域均获得大丰收。实践的成功坚定

了中央的决心。198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⑤

这

一论断打消了人们在思想上的顾虑。1983年，第二个一号文件指出“家庭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

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⑥

肯定了其合法性。其后的一号文件均强调要继

续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到1986年，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

购派购的制度，并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1991年，中共进一

步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⑦

（二）国有经济改革实践

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因为“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⑧

随

着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方式的发展变化，国有企业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在实践中不断试

错和校正的渐进式改革，具体分为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再到“推广和完善承包责任制”三

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和市场化成分。

“放权让利”阶段（1978–1982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

制。早在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就提出了应当给予企业必要的独立权利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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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年。

②《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

③ 彭海红：《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思考》，《前线》2016年第1期。

④《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80年9月。

⑤ 邓小平：《关于农业政策问题》，1980年5月31日。

⑥ 邓小平：《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3年1月2日。

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1991年。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



独立核算。随后，四川省试点的成功使得“放权让利”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979年7月国务院

连续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文件，
①

在人、财、事等方面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放权让利式改革

极大地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但由于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国家和企业之间在利

益分配上的矛盾随之产生。1979年的改革并未规定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因此企业上缴的

利润增加很慢，使得国家财政在1979年到1980年出现了300亿元左右的赤字。为此，1981年10月，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行经济责任制，指出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

经济效益为目的，国有企业每年增加的利润必须首先保证财政上缴任务的完成。
②

这一举措扭

转了财政赤字的局面，但又出现“鞭打快牛”的新问题，经营越好的企业上缴的利润越多，留在

企业内的利润越少，而经营越差的企业通过与政府谈判降低上缴的利润额，这种现象严重挫伤

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利改税”阶段（1983–1986年）。为了解决经济责任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1983年国务院决定

取消利润分配制度。随后推行了两步“利改税”的改革。第一步利改税是对除个别承包企业以外

的全部国有企业开征所得税，把相当大的利润上缴转为规范化的税收，较为成功。第二步是利

改税，设想用分类的产品税率来削弱和缓和价格的扭曲，
③

开征资源税来解决企业资源计划分

配苦乐不均的情况。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税率过高，实施不规范，导致企业生产积极性下

降等一系列问题。第二步利改税的意图之一是想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巧妙技术设计，来解

决计划配置资源产生的价格扭曲，但遭到了失败。
④

此外，两步“利改税”试图通过税收来处理国

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强调了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却忽视了国家的资产所有者身份。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正确区分国家的“社会管理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双重身份，进一步理

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虽然自1985年起，理论界就开始讨论理顺产权关系，解决财产的组织管

理形式问题，对股份制进行探讨和尝试；但由于认识不统一，到20世纪90年代初，股份制改革并未

铺开。

“推广和完善承包责任制”阶段（1986–1992年）。乡镇企业和农村改革的迅猛发展，使得其经

验被引入城市国有企业改革。1982年，首钢开始试行承包制，开创了国有企业承包制的先河。到

1986年12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承包制以代替利改税制。1987年底，全国80%以上的

预算内国有企业都实行了承包制。1988年国务院进一步要求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必须“包死利

润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
⑤

到1990年，国有企业开始了第二轮承包，但新的一轮

承包制的效果越来越差，“包赢不包亏”“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出现，到

1993年国家进行财政和税收改革，承包制停止实施，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实践

城乡尤其是农村经济改革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要求生产关系进行相应调整。一方

面，农业产品不断增加，长途买卖和集市贸易出现并不断普遍化；另一方面，生产力进步释放

出来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与知青回城对城镇就业带来的压力，这些现象均要求并实际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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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

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信

贷的暂行规定》，1979年。

②《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1年。

③ 何振一：《以税代利是城市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 1984年第5期。

④ 华生、张学军、罗小朋：《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经济研究》1988 年第9期。

⑤《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规定》，1988年2月。



了个体经济新形式在旧体制的外部出现。为此，政府政策也相应调整，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

态度经历了从默许出现到承认合法再到认同的过程。

首先，肯定和承认了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指出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道路不冲突，反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因素。同

年1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首次从宪法层面认可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作为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地位。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再

次强调和认可了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补充。1983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

海会见了300多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打破了过去认为发展个体经济是不光

彩的这一思想枷锁。至此，个体经济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法律上均得到了认可。

其次，肯定和承认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个体经济被逐步承认后，私营经

济成分也同时发展并逐渐得到认可。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中国，需要以公有制为前提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到了“多种经济成

分”的概念。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肯定了私营经济的作用，指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

要和有益补充，同时颁布了指导私营经济发展的方针。1988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第11条认可了私营经济在法律范围内的合法性。同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私营企业暂

行条例》又进一步规范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规范，同时也具体明确了私营经济发展形式。

在中央文件、政策和法律的认可与支持下，这一阶段我国个体与私营经济出现并得到了最

初的发展。1978年城乡个体与私营就业人员占比仅为0.04%，到1992年已经达到了4.08%。虽然

由于国内经济体制和思想认识的影响，这一阶段私营经济发展并不快，遇到了一些阻力，期间

甚至一度倒退，但总体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依旧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四）价格改革实践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大部分产品价格基本由中央计划规定。由于信息不完备等情况，使

得计划价格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反映市场的需求，产生了价格的扭曲。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提升

资源配置效率，“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①

在自觉探索阶段，我国价格

改革经历了“以调为主”—“以放为主，调放结合”—“价格闯关尝试”—“逐步并轨”的渐进式改

革路径。

1978–1983年期间是“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阶段。改革重点放在调整价格，使价格体系趋于

合理，为此进行了六次全国规模的大调价。“以调为主”本质属于计划价格的调整。在“以调为

主”的同时，也逐步放开了一些产品的价格，允许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定价。这些举措在短期

内部分地缓解了我国价格体系被扭曲的问题，但无法长期解决价格问题。

1984–1987年期间，价格改革的重点转为“以放为主，调放结合”。试图改变价格形成机制，取

消对计划外物资的价格控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体系。1984年5月，国务院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

划价格20%的幅度内，就自销的或计划外的生产资料进行自主定价或者双方协定定价。
②

随后，

扩大了价格浮动与自由定价的范围。
③1985年，进一步取消了20%的定价限制。至此，我国形成

了“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计划外商品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从而大幅提升了企业自主权

与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价格双轨制下出现了流通秩序混乱和“寻租”等弊端，1985年中央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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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

②《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规定》，1985年5月。

③《中共中央关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



了今后的方向是逐渐实现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并轨，逐步采取市场化定价方式。
①

1988–1992年期间，价格改革经历了从激进“价格闯关”并轨尝试到稳妥的逐步并轨模式的

过程。“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在提升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导致流通秩序的混乱。1988年，

我国通货膨胀率首次突破了两位数，达到了18.5%，引起了社会恐慌。1988年5月，政府决定进行

“价格闯关”，希望在短时间内实现价格并轨。但“闯关”失败导致了1988年下半年物价指数的进

一步上升和商品抢购状况，引发了更大的社会矛盾。此后，国家开始调整急于求成的改革模

式，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稳定物价和必需品的供应上。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进一步

指出要采用稳步推进的模式来进行价格改革，
②

此文件奠定了未来“控中求改、相机调放”的稳

健改革步伐的基调，使得价格双轨制逐步平稳地趋于并轨，商品价格逐渐变为市场化定价。

四、  自觉探索阶段的绩效分析

自觉探索期间，我国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和调整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成果的指导下，经

济体制全方位改革，生产关系出现较大调整，从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效。

（一）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市场机制的引入和作用不断提升，解决了企业和劳动者的激励问题，焕发出经济活力，极

大地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1978–1992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6%，远超过同期世界

经济年均增长率2.7%；GDP总量从3 679亿元增长到27 195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

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仅用了5年时间（见图1）。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持

续改善，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在1 978年仅为183.97元，到1992年突破了1 000，元达到了1 116元；农

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从67.71下降到57.6，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虽然有所波动，但依然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57.5下降到53.04。
③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0

5 000

10 000

15 000

20 000

25 000

30 000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GDP（亿元）

年

GDP 增长率

G
D

P
（
亿
元
）

 
图 1    1978−1992年我国GDP及GDP增长率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统计数据库。

农业生产迅猛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得农业生产摆脱了

从1959年以来20年间长期停滞的局面。尤其是1978–1984年6年间，农业总产量平均年增长率达

到了7.6%，到1992年，粮食总产量较1978年约增加了11 054.3万吨，约增长了33%。1978–1992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上升到了784元，增加了约5倍；人均消费额平均增长38%；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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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85年。

②《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1989年11月。

③ 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整理得到。

④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CSMAR）。



农村贫困人口数逐年下降，从25 000万人大幅下降到了8 000万人，约下降了68%。
①

国有企业改革有效提升了企业活力，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一方面国有企业盈利增加，

1978–1992年，国有企业的净盈利额平均每年约增长32.8亿元，同时国营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

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到1992年变为了1978年的4倍；另一方面我国工业加速发展，1978–

1992年，我国年工业增加值从1 622亿元增加到1万亿元，总计增长约520%。
②

钢、煤、原油、发电

量、水泥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不断提升，到1992年，各产品产量世界排名均位列前五，其中煤和

水泥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③

（二）各类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所有制结构合理调整，多种经济成分欣欣向荣。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和财政

收入中的比重逐年增加，到1992年个体和私营经济产值和占GDP比重达到了4.2%，而国家财政

收入中个体经济收入也以年均33%的增长率快速上涨，1992年变为1978年的约40倍。另一方面，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就业，1978–1992年间，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的年

均增长率达到了38%以上，最高的年份1979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了113%和154%。
④

开放政策使

得我国外资经济成分涌现，实际利用外资额从226 000万美元上升到了1 920 300万美元。
⑤

个体、

私营、外商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有效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形成。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还部分解决

了改革初期我国面临的技术落后与资本不足的难题。多种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

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促进了所有制结构的优化。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三大产业的关系来看，1978–1992年期间，第一产

业的比重由27.7%下降到21.3%，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7.7%下降到43.1%，第三产业的比重则由

24.6%上升到35.6%，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平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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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8−1992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整理得到。
 

城 镇 化 步 伐 不 断 加 快 ， 促 进 了 城 乡 经 济 的 协 调 发 展 。 1978–1992年 期 间 ， 城 镇 化 水 平 由

17.9%上升到27.46%。乡村总人口从79 014万人上升到84 996万人，增加了约8%，而城镇总人口

从17 245万人增加到32 175万人，增加了约87%。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镇吸收就业的能力

也不断提升，从9 514万人增加到17 861万人，约增加了87.7%（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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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与社会统计数据库。

②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与社会统计数据库。

③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CSMAR）。

④ 数据来源，中经统计数据库。

⑤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CSMAR）



0

5

10

15

20

25

30

0

20 000

40 000

60 000

80 000

100 000

120 000

140 000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城镇总人口

乡村总人口（万人）

城镇化率

年

万
人

城
镇
化
率
（%

）

 
图 3    1978−1992年我国城乡发展情况

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整理得到。
 

（三）双轨制的问题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自觉探索阶段，改革的起点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实践中逐步探明，并

且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为主向市场化改革不断趋近的过程；改革模式是“渐进式”而非“一揽子”

的激进改革模式，这使得我国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重体

制。其确立相对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

用，但由于双重体制并存产生的“体制摩擦”和“体制真空”，也使得我国在改革自觉探索阶段遇

到了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成效有待提升。改革自觉探索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无论是放

权让利、两步利改税还是生产责任制、承包制的改革，实际都是试图通过探索经营权与所有权

的有效分离模式以提升效率。改革意图通过赋予企业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促使其按照市场要求

提升效率。但由于改革没有触及产权层面的调整，不可能真正形成“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

约束、自我发展”的微观市场主体。没有真正理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很好地处理

二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在预算软约束下，很多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亏损中。资料显示，到1990年

末，全国处于亏损的国企数量达到了13 171家，占比约为35%，其中辽宁省的亏损面最大，达到

了52%。
①

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监管体系不够完善。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市场配套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相对滞后，包括市场监管理念的滞后和监管机制不完善等，因此没有形成完整的对非国有企业

的监管体系，使得私营经济的运行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虽然公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

行条例》，但是由于该条例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导致对私营经济的约束力不够，对税收额度的

制定不科学，一定程度上甚至为偷税漏税现象提供了合理的理由。由于缺乏必要监管，非公有

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往往打擦边球，甚至进行非法经营，对我国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以及经济

结构的优化和稳定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三是双重价格体系干扰了流通秩序。由于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加之城乡和

地区之间物价变动的不同步，使得不同地区和商品之间产生了套利的可能。尤其是对于一些稀

缺生产资料和商品，更是出现了黑市交易、炒卖批文和指标等非法活动，导致了流通秩序的混

乱，甚至一些单位内外合谋倒卖国家计划物资，“寻租”和“腐败”乱象丛生。同时，由于市场机制

运 行 要 求 的 政 府 宏 观 调 控 手 段 尚 不 完 善 ， 使 得 价 格 体 系 调 整 的 同 时 引 起 了 通 货 膨 胀 。

1978–1992年期间，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每年平均递增4.4%。特别是1988年，通货膨胀率首次突

第 4 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自觉探索研究 25

① 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破了两位数达到了18.5%，而食品类的价格指数的增长更是攀升到了23%，严重影响了居民的

生活与消费。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计划”与“市场”双重体制并存的结果，可能不是二者优点的互

补强化，而是二者的缺陷相互叠加。这是因为：第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可能束缚市场机制作

用的发挥。例如对生产资料价格的控制，制约了市场价格信号的形成。国有企业的计划指令和

预算软约束，影响了国企效率的提升，同时限制了计划体制外的私营企业获取资源的途径受限

等。第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影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例如对私营企业的不合规不合

法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措施，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完备，导致对通胀控制的

滞后等。第三，“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下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引起了对改革的困惑。改革自觉探

索阶段后期，由于市场化改革取向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动使人们产生了关于改革方向的困

惑，引发了改革方向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为此新的改革措施在1990年后

基本暂停推出。

为此，学者指出，虽然双重体制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科学合理性，但其问题也

十分明显，应早日结束双轨制，尽快过渡到新体制占主导地位的新的时期。
①

其后，1992年党的

十四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由自觉探索阶

段转入了全面突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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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cious Exploration Stage of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Qinyue,  Ding Linfeng
(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Over  the  past  70 years，China  has  explored an unprecedented path  of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urrent  basic  consensus  is  that  the

“China  road”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because  it  has  chosen  a  path  of  the  gradual  market

economic system reform based on adhering to the basic socialist system. A longitudinal survey of

the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veals that 1978

to  1992  is  a  spe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This  paper  names  this  period  as  the  “Conscious

Exploration  Stage  of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  analyze  the  change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thoughts，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different  kinds  of  policies，as  well  as  the

performance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economy at this stage.

In terms of the ideological track，the market-oriented orientation of the reform goal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and it has undergon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erfecting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to  “developing  the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n  to  “establish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t has formed a systematic reform guiding theory including

“reform starting point-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of reform-stage goal of reform”. In terms

of  policy  practice，it  mainly  focuses  on  how to  improve  commodity  monetary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and  gradually  exert  the  regulating  role  of  the  market.  It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First，the rural economic reform introduces commodity and market

relations  into agriculture.  Second，the SOE reform gradually  expands  the autonomy of  SOEs by

delegating  power  and  transferring  profits，and  initially  explores  how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est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and how to effectively separate

the right to operate from the right to own.  Third，we allow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it  carries  out  the  reform  of  the

circulation  field  centering  on  the  price  reform.  In  term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reform，which  is  constantly

innovated  and  adjusted  in  exploration，China’s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reformed  in  an  all-
round  way，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have  been  greatly  adjusted，thus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China’s comprehensive economic

strength and optimizing various economic structures.

Key words: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conscious exploration

stage; “plan” and “market”; dual-trac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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