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轨迹与政策绩效·主持人

语】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和深刻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具有极其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尤其是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剖析。为此，我特邀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聚焦1949–1978年早期探索、

1978–1992年自觉探索、1992–2012年全面探索、2012年至今深化探索四个时期，围绕思想轨迹、政策践

行、现实绩效三个维度，撰写了四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从这四篇文

章中可以得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我国在遵

循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尤其是唯物史观基础上积极进行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结果，也是前30年与后

40年整体发展和持续建设的结果，更是我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的结果。这些认识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总结，对未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也有诸多参考价值。

——马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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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行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带来经济快速

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制度僵化、计划无法与实际需求匹配等问题。针对经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我国围

绕如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若干次尝试性的探索，

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不

仅帮助我国从实践的挫折中快速恢复，而且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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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参照苏联

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建立了最初的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①

这一时期的经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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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提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