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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

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辛探

索的结果， 是我党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它是在探

索和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

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

样实现发展” 这三大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

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

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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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

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一国两制论等。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地表述为： “中国共产

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是加强

和改进党的建设、 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

的强大理论武器， 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

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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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 发展仍是解决我

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才

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幸福安康、 社会和谐稳定

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应当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同时不能忽视事关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全局的 “三农”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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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1．粮票的故事

粮票是中国人的永恒记忆。 改革开放前， 粮票就

是人们的 “命根子”， 没有粮票注定挨饿。 20世纪50

年代末60年代初， 一个烧饼2两粮票、 7分钱； 一

碗大米饭4两粮票、 8分钱； 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

1角4分钱； 一个面包4两粮票、 1角7分钱。 到商

店买点心、 饼干， 统统要粮票。

1950年， 新中国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

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 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

1955年， 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 拉开了中国长

达38年之久的 “票证经济” 的帷幕。

几年之后， 中国进入 “三年困难时期”。 这时需

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 还有日用百货。 于是，

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 棉花票、 肥皂票、 手表票、 缝

纫机票等。 总之， 在所能想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

票证控制着人们的需求。

当年还有一些特殊的 “粮票” ———购买短缺工业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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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如手表、 自行车） 的 “工业券” 和购买布料、 衣

服的 “布票”。 当年， 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 不管

是衣、 食、 住、 行哪一方面的东西， 不仅需要攒钱，

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 市场经济脚步的加

快， 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 粮票 “生命之

本” 的宝座开始逐渐发生动摇， 有的饭店、 商店出售

食品时， 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粮票可多花点钱替

代； 乘坐火车、 轮船、 飞机途中吃饭时， 不再用 “全

国火车、 轮船、 飞机专用粮票” 等。

1993年， 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第二货币” ———粮票， 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

“光荣退休” 了。 粮票的正式废止， 意味着统购统销

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①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

（1）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① 李桂杰： 《不会尘封的记忆： 百姓生活30年》， 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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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

经济建设的转移， 实行改革开放， 开辟了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的新时期， 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路线、 方针、 政策， 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创立了邓小平

理论。

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

立后， 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我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又称指令型经济， 是通过国家

行政指令的方式决定资源配置。 与之相对的是市场经

济， 又称商品经济， 是通过价格、 供求关系等市场机

制决定资源分配。 二者一度成为区分社会主义社会和

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 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经济规模

小、 生产力水平低、 产业结构简单的历史条件下， 对

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规

模的不断扩大， 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 其弊端逐步暴

露出来： 权力过于集中、 政府对企业管得过死、 政企

不分、 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作用、 压抑生产主体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因此， 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迫切

任务。

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同

志在1979年11月会见外宾时谈道： “说市场经济只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5    

SH
E
N

M
E

SHI
K
E

X
U
E

FA
Z

H
A

N
G

U
A

N

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

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

济，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

是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到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

济” 的观点， 虽然当时他仍然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但

毕竟打破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局面， 承认和肯定了市

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意义， 无疑对中国经济

改革的探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彻

底颠覆了当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

该 《决定》 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

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

件。”① 邓小平同志对该 《决定》 予以高度评价， 认

为这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

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据此， 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

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 应该

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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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新经济的运行机制， 总体上来

说， 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这表明此时党中央已经将市场看作和计划同等重要的

经济调节手段。

20世纪90年代初，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入， 社会上出现了不同层面的质疑声音。 要不要继续

改革？ 该不该施行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算不算资本主

义？ 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坚定地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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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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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一论断科学

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历史难题，

并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看成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

束缚， 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同时， 这一重

要思想， 为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

（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 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目标。

1992年6月，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指

出： “我觉得使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可以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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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所接受的。 我们所要建立的新的经

济体制， 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党的十四

大报告中， 江泽民同志向世界明确宣告： “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向实践。

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时， 江

泽民同志指出： “我们搞的市场经济， 是同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 就会走向资本主义。 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社会主义’ 几个字不能没有， 这并不多余，

并非 ‘画蛇添足’， 而恰恰相反， 这是 ‘画龙点睛’。

所谓 ‘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必须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

起来， 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①

1993年3月， 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肯定了我国实行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将其写入宪法， 由此确定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政治和法律地位。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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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① 江泽民：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 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2年版， 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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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建立健全

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

社会保障制度等几个方面搭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基本框架。

（3）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 带领中国人民继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之路。

2003年10月，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 目标是： “按照

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

要求，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 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健全国家宏观调控， 完

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任务是： “完善公有制为

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建

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形成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现代市场体系；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行政管理体制

和经济法律制度； 健全就业、 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

度； 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被列为十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009    

SH
E
N

M
E

SHI
K
E

X
U
E

FA
Z

H
A

N
G

U
A

N

力建设的决定》 中的五项能力之首。 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发展市场经济， 既是一个伟大创举， 又是一个全新

课题。 胡锦涛同志指出： “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 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

力。”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 使我党加深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的本领。

2012年11月，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提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 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简单地说就是该市场管的，

政府交给市场， 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这就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入一个新高度。

从整体上讲，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

不断创新、 逐步深入的过程。 邓小平同志作为该理论

的奠基人， 打破了市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束

缚， 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奠定了思想基

础。 江泽民同志为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1994年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2003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形成的过程中， 我

国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十六大

以后， 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后，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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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从具

体内容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完善， 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

贡献。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这一经济

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

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从

“必要补充” 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再到 “基本经济制度”， 最后到 “各种所有制经

济平等竞争” 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经验和认识的不足， 我国长

期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限制和排斥的态度， 片面追求

“人民公社规模大和公有化程度高” 的 “一大二公”

的经济格局。 据统计， 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

全民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别占55%和43%； 全国工业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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