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及经验分析
张爱红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　要：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

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归功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突破�其中核心是对所有
制结构的不断调整和逐步完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高率达
9∙6％�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探讨所有制结构的模式�总结所有制改革的经验�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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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30years of effor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ʾ s economy�we have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nd form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a mira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Thanks
to Chinaʾ s economic reform in theory and practice�we have continued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public ownership situation�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various economic elements．Chinaʾ s annual
economic growth has achieved high rate of9．6％�greatly improving the economic strength and becoming the worldʾ s largest economy．The
author explores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model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ownership reform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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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高率达
9∙6％�经济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人们开始探究
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引发了一个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和发
展模式的热潮。 “中国模式” 的关键所在是：不断改革和完
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最为核心的部分。

一、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历程
（一） 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起步阶段 （1978－199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在于：渐进式的改革方

略�改革无前列可循�无经验可鉴�在具体改革实践过程中
“摸着石头过河”。 “包产到户” 就是改革开放摸着的第一块
“石头” ［1］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拉
开了所有制改革的序幕。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决议确认�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国有经济和集
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
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2］（P840－841）1982年－1986年�中央
连续五年 “一号文件”�普及和稳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即以家庭为市场经营主体�实行 “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
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
激励与监督问题。此外国家还改革了农村价格体制和农产品
流通体制�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巨大

成就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发展�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
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由5208万人增
加到9546万人�总产值由1709∙89亿元增长到6495∙66亿
元。［1］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主要是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1983年和1984年先后在国有企
业实施两步 “利改税” 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
权。此后又进行了企业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试点等改
革。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要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原则�还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
济有益补充。1987年7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了 “在公有制为
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的任务�认为社会
主义所有制结构� “应以公有制为主体”�认为私营经济是
“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中外合资企业、合作合
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也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
充”。此后私营、个体经济大力发展。

（二） 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完善阶段 （1992－2002）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和发展之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

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所有制理论有
了新的认识�指出 “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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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题�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
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
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3］（P19）

1997年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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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
本经济制度。” ［4］（P20）并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
次会议又将这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正式写入

了宪法。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较为具体的阐明了坚持和完
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方向。

这一时期由于思想解放和改革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的
改革也明显加快�1993年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制度创新阶段。主要是在市场
经济运行机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后�围绕 “三年脱困” 的目标�对
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全国规
模以上的国有控股企业由1998年的6∙5万户减少到2002年的
4∙3万户�但利润却从736亿上升到了2316亿；到2002年�
15∙9万户国有控股企业中的50％以上实行了公司改革�股份
制成为了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1］ 。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了 “三个有利于” 的
判断标准�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高潮。私营、个体经济快速
发展�经营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私营企业从
1993年的23∙7万家增加到1997年的96∙1万家。1997年党的
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到2001年底�我国个体工商户发展到了2433万
户�注册资金3435∙8亿元�私营企业增至202∙9万户。［1］私
营、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步
伐。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国
有经济。

（三） 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深化阶段 （2002－至今）
2005年�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入和补贴；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的负
担大幅度减少。同时�经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一些乡镇
企业破产�多数乡镇企业的质量大幅提高�继续发挥着吸纳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功能。统计资料显示�到了2006年乡镇企
业吸纳的劳动力为14680万人。

经过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巨大进展。
到2007年�公司制股份制企业户数比重�已由2002年的
30∙4％提高到64∙2％�190家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中�
已有179家完成或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国有企业股权
分置改革基本完成。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已取得进展。2004年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集中�保持绝对控制力�并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
出�国有经济分布范围收缩�竞争力明显增强。非公有制经
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保持我国经济
增长的最大动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目前�除国有
及国有控股经济以外的广义民营经济占 GDP 的65％左右�其
中个体私营经济占4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
70％－80％来源于非公有制经济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
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
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二、所有制结构改革的经验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历时30多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总结其成功的
经验有以下几方面：

（一） 循序渐进、先增量后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欲速则不达”�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

方略�拒绝西方的 “休克疗法”。先从成本较低的改革做起�
形成增量�再一步一步处理存量改革。所有制改革先从农村
开始�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为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通过连续五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 逐步展开和深化。国有企
业的改革也是先从比较容易的扩权让利入手�为其他改革创
造条件�减少阻力。经过持续渐进的逐步改革�最终形成
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

（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30多年来�所有制的改革�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

总结经验教训�打破思想禁锢�实现自主创新。不管是非公
有制经济从 “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再到 “共同发展” 的改革历程。还是国企
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改革�都是不断解放思想�取得理论上
的一次次飞跃�为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三） 坚持 “三个有利于” 的判断标准
邓小平1992年初在 “南方谈话” 中提出了 “三个有利

于” 的标准：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
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
‘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
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
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 ［5］（P373） “三个有利于” 的判断标准�不仅是我国改革开
放的总指导方针�也是我国确立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依
据。这次讲话后�我国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发生
了深刻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依据 “三个有利
于” 标准�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总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所有制结构形成
了鲜明的 “中国特色”：与西方模式相比�它坚持了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
义经济模式相比�它摒弃了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当然�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之路还很长�要在
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直至最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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