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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将1992年至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为全面探索阶段，并对这个时期

从理论思想、政策践行和经济绩效三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分析。首先，在理论思想方面，从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

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六大方面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发展历程。其次，

在政策践行方面，从宏观、微观、市场体系和国际四个层面对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理

论内容进行了考察。最后，在经济绩效方面，从经济总量、人民生活水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

以及对外经济发展四方面对我国在全面探索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绩效进行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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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从国内来看，1989–1990年，我国

经济增长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通货膨胀严重，政治局势动荡，理论指导上甚至出现了

短暂倒退。从国际来看，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在此国内外形势下，关于计

划与市场的争论又成为争议的核心。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探 讨 从 以 计 划 为 核 心 到 以 市 场 为 核 心 ， 由 此 开 启 了 探 索 的 新 阶 段 。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了转折点，他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关键论断。1992年10月，在南方谈话精

神指导下召开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时，在1992年前后，学术界进行了姓“资”姓“社”大讨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学者纷纷从

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方面探讨姓“资”姓“社”问题（卫兴华，1992；林凌和郭元晞，

1992；于光远，1992），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同时，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

在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社 会 主 义 的 本 质 关 键 在 于 发 展 生 产 力 （ 李 连 仲 ，1992； 张 朝 尊 和 文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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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这些研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较强的理论基础。

因此，我们以1992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的开端，以此为起

点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本文界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时期。

同时，这一阶段（1992–2012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表现出全方位、多层次

的特征。具体来说：

首先，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一是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宏

观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四方面的内容。二是初步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等

政策。由此，土地、劳动力、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得到逐步完善。三是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沿交通干线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其次，在学界研究层面，这一阶段不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繁荣发

展的新局面，而且研究重点具有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一是对政府职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探讨上，研究了宏观调控的工具选择和政策效果。二是对市场体系的研

究，主要是对建立以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研究。在

商品市场上，学界的研究重心从对商品市场流通领域改革问题的各抒己见（许荣昌等，1994）转

变至主要研究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桂琦寒等，2006）。在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上，一些学者强调

国家力量在培育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梁玉成，2007），一些学者集中对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进

行分析（高铁梅和范晓非，2011；孙晓芳，2012；辜胜阻和李华，2011）。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上，学

界集中分析了金融资本市场的培育。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作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具有“本土化

特征”，存在“特殊金融谜团”（阎坤和周雪飞，2003）。也有学者谈到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问

题（张承惠，2013）。三是对企业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 的 发 展 。 在 推 进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上 ，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国 有 企 业 的 治 理 体 制 亟 待 转 变 （ 黄 速 建 ，

2008；王永和刘健一，2012；安同良，2000）。另一些学者集中探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李政，

2012；田会，2006）。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一些学者试图构建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洪银兴，2004；任熹真和王海英，2005）。一些学者集中在通过数学工

具，构建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模型（曲亮和刘铎，2010）。四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的研究，

先是探讨了对外开放格局，后是探讨了“引进来”和“走出去”问题。

总之，这一阶段国家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基本框架，同时

学界全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具体层面的理论与实践。二者共同构建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践行全面耦合的体系。为此，本文将这一阶段界定为全面探索时期。

综上，本文界定1992–2012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时期。

二、  全面探索期的理论思想分析

党的十四大召开，开创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革新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

下，开辟了一条适应本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条路径是沿着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轨迹开辟的。

（一）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1992年前后，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现实经济发展出现困境，市场经济的作用逐步凸显，

由此引发了关于姓“资”姓“社”的大讨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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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1989年，我国开始了一场姓“资”姓“社”的大争论，这一争论直接引向了对改革开

放的质疑。1989年以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已经演变成一个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

论。国内针对姓“资”姓“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1990年12月24日，即十三届七中全会召

开前夕，邓小平就反市场经济的势头，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①
。

几乎同时，学者们集中探讨了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问题，即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

准。他们认为判断标准要从生产关系出发（卫兴华，1992），而关于生产关系的探讨要基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事实。由此，判断的标准细化为三个“有利于”（林凌和郭元晞，1992；于光远，

1992）。1991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解放思想。由此，关于市场经济姓

“资”姓“社”的讨论得到了统一的结论，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

社会主义服务”。

其次，国内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探索。学者们先是探讨了计划经济弊端，并对

这一问题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李连仲，1992；杨顺羽，1992；张朝尊，1992），之后分析了计划经

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原因（舒化鲁，1992），认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

平还未能达到全部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的阶段，在此情形下完全采用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国

民经济比例失调，引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因而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是

社会经济制度，而是经济手段，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张井，1992）。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

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国内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基本认识的统一论调。

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

础。在前期理论基础的指导下，1992年中共召开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

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关于我国应当采用何种转型模

式才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国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我国学者在转型模式探讨上，首先，根据苏联等国家实行的“激进式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总结了“激进式改革”的弊端（杨玲，1987；维尼涅茨基和熊志军，1987）。然后，研究的重心转移

到经济转型模式立足点。他们认为转型模式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郭元晞，1992；逄锦聚，1992；高尚全，1994）。最后，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的转型

模式。在“渐进式改革”的转型模式探讨中，学者先是从理论层面入手，分析了中国选择“渐进式

改革”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中国进行经济转型改革面临两种成本，分别是“转换成本”和“摩擦成

本”，“渐进式改革”的“转换成本”过大，但由改革的社会阻力导致改革的“摩擦成本”较小，可以

实现社会的较平稳过渡（樊纲，1994）。也有学者将帕累托改进作为支持“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基

础（林毅夫等，1993）。再有学者从绩效比较入手，论证了相比“苏联模式”，中国实施“渐进式改

革”模式才能获得成功（张湛彬，2002；蔡昉等，2002）。在吸取苏联“激进式改革”的失败教训后，

我国立足国情，探索自身的发展路径，创造性地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模式。

（三）明确了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

这就要求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为此，国内开始了关于建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探索。首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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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考察了宏观政策效果，认为体制转型中的体制性矛盾最终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消除（吕

炜，2004），需要配套相应制度保障（杨全社和李江涛，2007）。然后分析了政府宏观调控产生问

题的原因，将其主要归因于宏观经济波动性的增强使得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更加频繁、更加市

场化的新特征（索彦峰等，2008）。最后分析了政府宏观调控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

应的建议（张辉，2009）。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

五”期间财税改革的重要目标，通过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实现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根本作用。

（四）明确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国内通过对商品市场培育、劳动力市场培育、金融资本

市场培育三方面的分析，全面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架构。

首先，在商品市场培育上，学界的研究重心先是对商品市场流通领域的改革各抒己见。有

学者认为在改革初期行政干预使得商品流通领域的行政分割局面没有根本转变，价格体系并

未健全（许荣昌等，1994）。随着在改革的进程中商品流通领域的计划问题逐步消除，学者对商

品市场的研究主要转变为对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研究（桂琦寒等，2006）。

其次，在金融资本市场的培育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资本蓬勃发展，

必然要求逐步完善金融资本市场。为此，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上，国内集中分析了金融资本市场

的培育。国内先是探讨了我国特殊金融体系下具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特殊金融谜

团”（阎坤和周雪飞，2003），然后，探讨了金融资本市场转型的重点和难点，比如金融服务功能

建设等（韩汉君和黄恩龙，2006）。同时，要实现金融资本市场的转型，他们认为也要考虑政府的

作用，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健康的金融资本市场培育中必不可少（张承惠，2013）。

最后，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劳动力市

场尤为重要。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探讨。国内先

是探讨了国家力量在培育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变化，认为存在着国家力量在劳动力市场中逐

渐退却的现象，但国家力量在劳动力去商品化福利供给上逐渐加强。同时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

了市场型按劳分配的制度原则（梁玉成，2007）。一些学者对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进行分析，认

为比较利益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大是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高铁梅

和范晓非，2011；孙晓芳，2012；辜胜阻和李华，2011）。

（五）明确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在微观层面，国内探讨了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期的转型与改革。首当其冲的是

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首先，国内学者集中

探讨了国有企业的治理体制的转变问题（李维安，2010），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构成的变化，国有

企业治理体制也在发生转变，而推动转型的关键在于国有非公共企业（黄速建，2008）。另一些

学者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提出了国有企业应该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李政，2012），制度

变迁也是国有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田会，2006）。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通过转换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

企业制度。在探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全面探索期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

讨。国内先是探讨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首先需要解决公有资本在某些领域退出问题，才能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渡空间（洪银兴，

2004）。再是集中探讨了民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困境和转型对策（任熹真和王海

英，2005）。同时也探讨了政府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化（曲亮和任国良，2010）。

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形成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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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扩大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视野

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我们不仅需要具备国内

视野，还需要具备国际视野，进一步强化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为此，我国开展了相关探讨。

首先探讨了构建对外开放格局问题。在1997年的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

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国内学者围绕这一主题提出在对外开放初期，开放只能是低水平

的，探索了如何进行全面对外开放问题（张幼文，1998）。然后国内集中探讨了“引进来”和“走出

去”两大问题。在“引进来”问题上，早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期间就曾提出要大力利用外资。同

时，学者也探讨了引进外资的具体问题，以及与产业升级、环境规制等方面的相关性问题（胡

祖六，2004；傅强和周克红，2005；张彦博和郭亚军，2009）。在“走出去”问题上，为了更好地利用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学者从工业、农业、金融投资等方面集中分析了对外投资的

路径、困难和风险（裴长洪和樊瑛，2010；陈前恒等，2009；王其辉，2004）。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

次明确提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提出“鼓励能够

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通过国内激烈讨论，我国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形成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国际视野。

三、  全面探索期的政策践行分析

基于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探索的理论思想，我国形成了一系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的方针政策，并将这些政策在改革实践中付诸行动，本文重

点考察宏观经济调节、市场体系建立、微观主体培育和对外开放四方面的政策践行情况。

（一）政府宏观经济调节的政策践行

1993年，国家分别颁布了对于财税、金融和社会保障改革的方案。
①

在政府宏观经济调节方

面，我国进行了财税、金融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在财税方面，实行以工商税制改革为主要

内容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对流转税、所得税、农业税等方面进行改革，使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

系得到明晰；1998年开始对公共财政体制进行改革，通过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加快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在金融方面，通过建立国家发

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为我国政策性资金的供给提供

了保障。《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生效，确保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地位。中国银行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明确了银行监督管理职能从央行中分离出来，有利于央行履行宏观调

控职能，更好地执行货币政策。从此形成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较完善的宏观

调控体系。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情况指出：要实施适度

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
②

但由于在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需求

不足，加上为了防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采取了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

的货币政策。2003年面临通胀压力，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4年实行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5年至2007年由于经济增速快，再一次面临通胀压力，实

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上半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

策，下半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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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

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②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



响，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组合一直持续到2010年。

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趋于缓和，我国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因而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该政策组合在此后持续了多年。

（二）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政策践行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提出改革要求。在商品市场方面，在对

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合并为市场价格“单轨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对农产品、医药、

房地产等的市场化，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定价比例逐渐下降，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不断增加，

价格改革不断推进。并且，通过“建立大宗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①
，使我

国的商品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资本市场方面，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先后成立，意味

着我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标志

着我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证券法》《公司法》的实施和修订，逐步确

立了我国资本市场在法制化规则下建设的重要依据，资本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劳动力

市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实现了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员工制度的并轨，在法

律上实现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双向选择制度。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劳动者自主就业、市

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新形态逐步形成，使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得到较快速的发展。

（三）微观主体培育的政策践行

党的十四大提出在保证国有资本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②

在最大效用地

发挥市场主体优势下，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在国企改革方面，通过“转换国有企业经

营机制”③
，完善企业法人制度、明确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改建为公司的组织形式、改

革人事工资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司内部组织管理机构，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

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此同时，通过“抓大放小”的战略性改

组，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建

立，改变了国有企业原有的低效经营，使效益不断提高。在发展非公经济方面，中共十五大之

后，通过“多种经济成分”向“多种所有制”④
的转变，意味着民营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

允许非公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
⑤

以及完善对私有财产的保

护
⑥

，使非公经济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外开放的政策践行

1992年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地域迅速扩大，“走出去”和“引进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

要内容和主要途径。截至2002年，我国共设立了4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5个国家级

出口加工区、14个国家级保税区和14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同时，自1994年开始，通过取消

对出口的所有财政补贴，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对部分出口商品配额实行公开

招标，推进外经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出口退税的完善等进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

革。
⑦

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要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党的十五大指出，要进行我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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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②《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

③《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1997年9月12日。

⑤《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年2月19日。

⑥《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

⑦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1月11日。



有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通过发展境外投资办厂、境外资源开发、对外工程承包以及劳务合作

等方式，加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利用外资方面，党的十七大指出要提高外资利用质

量，通过调整产业政策，加强对第一、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农业

等 外 商 投 资 项 目 的 鼓 励 ， 实 现 我 国 对 外 资 的 高 质 量 利 用 。 为 更 快 地 融 入 经 济 全 球 一 体 化 ，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

阔的环境下进行国际经济合作交流。

四、  全面探索期的经济绩效分析

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尝试，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辉煌成绩，使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的理论尝试得到了实践上的证明。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从总体来看，从1992年到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年增长率为16.36%。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增长了17倍，年均增长率为15.26%。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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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2–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率组合图

注：图中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从分产业来看，各产业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的绝对值从1992年

的5 866.6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2 373.6亿元（以当年价计算），增长了9倍。其中1994年的增长率

最高，为37.46%，这主要是由经济转型初始冲击带来的。此后年增长率逐年下降，2000年之后，

进入了波动增长阶段。第二产业总产值从1992年的11 699.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35 162亿

元（以当年价计算），增长了20倍。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最高，为40.64%。此后年增长率逐年下

降，1998年最低，为2.60%，之后进入平缓增长阶段。第三产业总产值从1992年的9 357.4亿元增

长到2012年的231 406.5亿元（以当年价计算），增长了24倍。1994年的增长率最高，为35.78%，之

后仍保持较高的增速水平。
①

参见图2。

（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幸福感攀升

在人民生活水平层面上，从消费水平来看，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

相同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3.75%。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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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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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2–2012年我国各产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组合图

注：图中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0

50 000.0

100 000.0

150 000.0

200 000.0

250 000.0

300 000.0

350 000.0

400 000.0

450 000.0
人均国内总产值

年

全体居民消费水平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图 3    1992–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变化折线图

注：图中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城镇就业人数绝对值迅速增加，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农村

人口绝对值下降，表现为在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村就业人口的绝对值下降。分产

业来看，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绝对值呈现增长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逐年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稳步攀升，总体呈现出劳动力向第二、

第三产业流入的趋势。
①

参见图4、图5。

从公共服务支出来看，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中央财政这三类财政支出中的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占比均呈现出了稳定下降趋势，特别是国家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

在2008年出现了显著下降。从绝对量来看，国家财政支出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绝对量显著提

高，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绝对量同样稳步上升。尽管占比下降，但绝对量攀

升，因此增长的公共服务投入，使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

幸福感提升。
②

参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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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E整理。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E整理。



（三）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效果显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

从 国 有 企 业 来 看 ，2000年 中 国 大 陆 世 界500强 企 业 数 量 为9家 ，9家 全 部 是 国 有 企 业 ； 到

2012年，国有企业的占比仍为91%，但是数量达到了64家，相比2000年国有企业世界500强数量，

增长了6倍。在企业资产上，2000年进入世界500强中国大陆企业资产占世界500强企业总资产

的比率仅为3.53%，贡献均来自于国有企业；到2012年，进入世界500强中国大陆企业的资产占

世 界500强 企 业 总 资 产 的 比 率 达 到12.96%，96.5%的 贡 献 来 自 于 国 有 企 业 。 在 营 业 收 入 上 ，

2000年进入世界500强中国大陆企业的营业收入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率仅为1.49%，贡

献均来自于国有企业；到2012年，进入世界500强中国大陆企业营业收入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

收入的比率达到13.01%，其中95.24%的贡献来自于国有企业。可见，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不断

攀升，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
①

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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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2–2012年我国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员数变化组合图

注：图中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A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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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2–2012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变化组合图

注：图中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A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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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及相关数据。



从非公有制经济来看，私营企业单位数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呈现出波动下滑趋势，

尤其私营企业单位数在2011年出现了负增长。在绝对量上，私营企业单位数从2000年的22 128

个到2011年的180 612个，增长了7倍；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呈现逐年稳步增长趋势，增长了

47倍。
①

参见图7。

（四）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对外经济逐年增长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贸易、引进外资

与对外投资都不断增加。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在200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由

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三者短暂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自2009年起，继续呈现出稳

定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86%、18.05%和17.65%。
②

参见图8。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我国诞生的经济理论创新成果为我国进

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方向和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成果催生了科学有效的改革

政策，改革政策的践行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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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7–2012年三类财政中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变化组合图

注：图中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A整理。

表 1    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企业资产和营业收入

年份
世界500强企业数量

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资产占
世界500强企业资产（%）

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占
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

中国大陆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占比 中国大陆 国有企业 中国大陆 国有企业

2000 9 9 100% 3.53 3.53 1.49 1.49

2005 15 15 100% 4.05 4.05 2.66 2.66

2007 22 22 100% 4.63 4.63 3.82 3.82

2008 26 25 96% 4.78 4.77 4.58 4.5

2010 43 41 95% 8.77 8.74 8.08 7.89

2011 58 55 95% 10.64 10.58 10.66 10.37

2012 70 64 91% 12.96 12.57 13.01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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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E整理。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由EPSDATE整理。



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改革成

就被实现的巨大的经济绩效所证明，在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理论成果

和经济绩效都是思想和实践有机结合和互动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探索期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也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也产生了新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

构亟待转型，民生问题困难频出，对外开放遭遇瓶颈，生态治理刻不容缓，这无疑对下一阶段

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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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Stage of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ong Xiaoying1,  Yang Rou2,  Xu Wenbin3

( 1. School of Marxism，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2，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3. School of Marxism，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oal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reform directio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China’s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economy  system reform，

from  the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market  economy，from  the  national  macro  level  to  academic  circles，China  has  opened  up  the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stage of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rticle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ideological  trajectory，policy

practi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from 1992 to 2011.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trajectory，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thought  of  China’s  economy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the

discussion of the “capital” or “social”，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is the means of

development  and  can  serve  the  socialism.  Under  this  conclusion，the  goal  of  China’s  economy

system reform is to establish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adual”

reform is the fundamental model of adapting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realizing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and establishing the reform

model，establishing a macro-control system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void the efficiency loss caused

by  the  market’s  spontaneity  and  blindness  in  the  market  economy，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powerful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system，promot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economy，a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degree of openness also constitute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stage of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ological trajectory of this period，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practice  has  also  been  comprehensively  launched.  During  this  period，the  policy  was

comprehensively  established  from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market  system  establishment，

micro-subject  cultivation  and  opening  up.  It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reforming  fiscal  and

taxation，financial  and  social  security，to  re-cultivating  commodity  markets，labor  markets  and

capital  markets，and  to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non-public  economy  while  ensur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At the same time，“going out” and “bringing in” were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contents and main ways of China’s opening up.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tructur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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