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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十七大精神>

中国崛起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宗  寒

(求是杂志社, 北京 100727)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基本经济制度看, 我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在于

三点, 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坚持对外开放,

在与世界交往联系中发展自己。今后在贯彻十七大精神,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 应重视解决四项矛盾和

问题, 即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质量;

如何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的优势,解决好就业问题; 如何扩大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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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并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我国为什么能够发生

这么大的发展变化呢? 今后应怎样进一步发展呢?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我们取

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 0, 并进一步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0,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

理论体系0。

一、我国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

所以取得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在于我党掌握了观

察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武器, 找到了中国社会

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走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的领导下,我们推翻了 /三座大山 0, 创建了新中国,

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

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 实

事求是,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0的基本路线,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

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

中央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带领全国人民为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 之所

以能够带来中国的发展变化和继续引领中国发展进

步, 在于完全符合中国实际, 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

律, 符合我国广大人民发展建设国家、强国富民的愿

望; 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

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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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基本经济制度看, 这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

面:

(一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

奋斗和实践探索的巨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伟大创

造,也是我国由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强大的根本保证。

实践告诉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必须

与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才能促进生产

发展和社会进步。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旧制度的基础。旧中国之所

以贫困落后,受人欺凌,根本原因是主要生产资料和

政权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中,创造财富的人不能享

受财富,少数私有者却凭借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无

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 这就压制了劳动者的积

极性,束缚了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资料是解放生

产力的前提。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才能从根本

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劳动者的地位,使

生产资料由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工具,变

成劳动者共同为自己谋利益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物

质手段。劳动者由生产资料的奴隶变为主人, 由为

别人劳动变为为自己劳动, 能够从劳动共同利益和

客观需要出发来应用和支配生产资料, 实现按劳分

配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重要的特征和经济基础, 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的最重要表现,也是我国飞跃发展的最基本原因。

我国人口多,整体生产力水平低,长时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整体生产

力水平低,生产力水平是多层次的, 人口多, 长期存

在就业问题,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高级阶

段那样建立完全公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而必须

支持、鼓励和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坚

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支持、鼓励和引导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促进

生产力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 加速现代化

建设。这样做,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是我国飞速

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二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宏观控制下由市场作为资源

配置的基础。与社会主义基础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

并受必要的宏观调控,可以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和宏观比例的协调,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局限

性; 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又打破了高度集中

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 改变了企业是政府附属

物的状态,使企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改变为企

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管理机制, 使经济活了起

来。企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与企业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的管理体制有重大区别。前一种体制是一切

由计划说了算,由国家说了算;后者实现所有权与经

营权的分离,是由企业说了算,市场说了算。这样企

业就有了动力、活力、自主经营能力和自我约束力,

从而成为生产力不断增长的基础性源泉。这是我国

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

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我国人民的重大创造,是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光辉一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将长期起

作用。如果只调整所有制结构而不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整个经济不会具有这么大的活力和动

力, 所有制结构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如果市场

体制不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

就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生产发展与社会主义方向

偏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病就会显露无遗,我国

也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三 )坚持对外开放,在与世界交往联系中发展

自己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是经济全球化和日

益一体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加强国际交往,

不与世界进行交流和交换, 取得大的发展是不可能

的。中国是个大国,是个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有自己之所长,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整体上

落后,拥有的自然资源不平衡,人均水平低, 如果不

实行对外开放,不加强国际交往, 不积极参与国际竞

争和合作,不努力学习、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西

方发达国家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 不积极引进和利

用世界上一切可为我所用的先进技术、资金、人才和

管理经验,就不能缩短差距, 更快地发展壮大自己。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和平发展的原则实行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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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利益是相互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有

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是其他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受到

各国人民的欢迎和尊重。

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在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互通有无、等价交换的基础上, 取人之所

长,补自己之所短,学习和利用别人的长处和成果来

补充自己, 缩短发展过程, 使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

势,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自己的创造。扩大对外开

放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发挥自己人口多、成本低、市

场大的比较优势,扩大出口, 扩大市场容量, 扩大中

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并交换回自己发展所

需要的东西。出口是进口的前提。 /走出去 0才能
/引起来 0, /引进来 0又有利于 /走出去 0。对外开

放是相互的。对外开放越有广度、深度、尺度和质

量,我们越融入世界, 就越能了解、接纳世界,世界也

越了解和接纳我们,我们也就越能取别人之所长,补

自己所短,在世界上发挥影响, 加快自己发展壮大的

步伐。对外开放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

从不同阶段的实际出发扩大对外开放, 表现了中国

的特色和中国发展的要求, 是中国发展崛起的一个

条件, 同时也体现了世界发展的要求。

二、促进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四个因素

党的十七大已经确定了我国到 2020年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 在从

现在起到 2020年的 12年内, 从经济上说,我们必须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

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两番,基本

实现工业化,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镇化

程度, 加快自主创新, 更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这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以上, 将超过

5万亿美元,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将居更高位置,

人民生活达到世界中上等国家的水平, 人民将普遍

过上比较富裕的日子, 并具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

神追求,我国也将成为 /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的国家 0。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科学发展,坚

持和谐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

国不仅在生产力上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需要

解决, 在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

体制上也存在并且会不断产生一些矛盾和新的问题

需要解决。我认为,其中最需要重视的有四项:

1.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的优势

通过近 30年的改革,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的

飞跃发展起着巨大的决定性作用。基本制度、基本

方针是对社会发展长期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一

点我们任何时候不能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才能进一步

发展和崛起。

必须看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如何正

确处理所有制结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两个 /毫不动摇0,仍然需要长期关

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基本完善的, 但不是没有问题

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公有制比重和控制力下

降的趋势。

这些年来,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国有经济拥有的

生产资料绝对额有所上升。到 2006年底,全国国有

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 29万亿元, 比 2003年增长

4517%。实现销售收入 1612万亿元, 比 2003年增

长 5019%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

总产值由 1998年的 67737亿元, 上升为 2005年的

251619亿元,增长了 217倍。但公有制拥有的资产

的比重和产出比重则明显下降。据 2005年第一次

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公有资产在第二、三产业企业

实收资本中所占比重, 已由 1996年的 8313% (国有

占 5816% ,集体占 2417% ),下降为 2004年的 56%

(国有占 4811%,集体占 719% ),与此同时, 非公有

制经济资本由 1617%上升为 44%;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 由 2000年的

4713%下降为 2004年的 3512% , 集体企业总产值

所占比重由 1319%下降为 616%; 同时, 外商、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及私营企业所占比重,由 3315%上升

为 4719%。这就是说,私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港澳

台投资企业拥有的资产已占我国资产的近一半, 生

产的产品总量已超过公有制产品总量。而且, 非公

有制经济仍在以远比公有制经济更快的速度发展。

目前,国有资本在军工、能源、交通、重大装备制

造、重要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尚占优势。国有经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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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发电量的 55% , 水电设备的 70% , 火电设备的

75%,高附加值钢材的 60%,汽车产量的 48%, 民航

运输总周转量的 82%, 以及水运货物周转量的

89%。但非公有制经济在其他领域中则日益占控制

地位。私有和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本和实力在我国

38个工业部门中超过国有企业的已有 24个部门;

其中 18个工业部门中私营资本和外资独资企业资

本占绝对统治地位。私营及外资资本在行业资本总

量中占 70%以上的,有电子及电子通讯行业, 电器

机械行业,普通机械制造行业、食品制造业, 纺织工

业及印刷工业;占 59% ) 67%的, 有化学工业、食品

加工业、医药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服装制造业

的私有及外资资本已达到 9917%。

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主体, 国有经济是我国经

济的主导和支柱。公有制生产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基础。我国公有制的结构和

管理体制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

但调整和改革要促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

体地位,而不能削弱它。有人认为,只有改变公有制

的主体地位,充分发展私有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发

展。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整个社会主义进程中,

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 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但对巩固和发

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应有

丝毫忽视。充分发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

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我国科学高效发展,也

才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和

多种所有制经济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削弱公有

制的主体地位或轻视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都不

符合我国发展壮大的要求。

2.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质量

这些年来,我国生产力有了重要发展,工业化水

平达到中期阶段,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三,经济结构也

有所改善。我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但还不是一

个经济强国。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

整体生产力水平低,创新能力和创新质量低,地区发

展不平衡。 2006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将我国 15

个工业行业的现代化水平与国外的情况作了对比,

得出的结论是:汽车工业的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国

际先进水平的 36125% ;化学工业为 3619% ,机床工

具工业为 27165% ; 钢铁工业为 54103% ; 水泥工业

为 11163% ; 船舶工业为 24137%; 食品工业为

36114%; 纺 织工 业 为 53106%; 造 纸 工 业 为

22101% ¹ 。这就是说, 我国目前技术最先进的石油

开采、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制造和钢铁工业的现代

化水平只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 水泥工

业和煤炭开采业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20% ;其他行

业的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 30%左

右。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现代化水平的现状及与世界

先进水平的实际差距。

我国生产经营总体粗放, 投入高, 消耗高, 污染

严重,投入产出比低。目前我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

值占世界的 515% ,但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 15%, 原

煤占 31%,钢材占 30% ,水泥占 54%。我国单位资

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日本的 1 /2,美国的 1 /10,德国

的 1 /6。吨钢可比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21%, 乙

烯综合能耗强度高 70%, 供电能耗强度高 23%, 水

泥综合能耗强度高 44%, 大型合成氨能耗强度高

24%。万元国民生产总值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倍。资源消耗高, 同样的投入只能得到较低的产

出, 不仅造成资源紧张, 价格上涨, 加剧资源供应与

生产的矛盾,生产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而且表明许多

投入在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不能转化为应有的最终

产品和消费,必将影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

我国生产方式粗放的另一个表现是, 主要依靠

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和出口增加经济总量,而许多投

入项目重复,水平低,不仅造成高投入与高消耗的恶

性循环,而且形成生产能力过剩与闲置。据估算,由

于一些地区盲目投资,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约

大于市场需求量的 112亿吨; 电解铝约大于需求量

的 400万吨,铁合金约大于需求量的 1000万吨, 汽

车约大于需求量的 200万辆, 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的

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 70%, 有的利用率低于

50% º 。这说明,许多投资实际上是白费了, 钱花的

不是地方,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

起作用,至少是在一段时间中不能起作用,带来经济

损失,恶性竞争,效益下降,务虚名而得实祸。

以上两个方面,一个消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一

个投入新形成的生产能力部分是低效和无效的, 前

者以高 1 /3计, 后者以低效无效 20%计, 两者合计

每年造成的相对损失和绝对损失高达 8万亿元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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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 @ 30% + 10万亿 @ 20% ),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重高达 30% ) 40%。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

济总量中本来可以形成最终产品用于消费的部分被

粗放的生产过程吃掉了。如果改变增长方式, 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同样的投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可以

提高 40% ,或者说,取得同样规模的经济总量, 投入

可以降低 40%。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多么重

要。

3. 如何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的优势, 解决好

就业问题

我国有 13亿人口, 7亿多劳动力。我国劳动力

占世界的 26% ,熟练劳动力占世界的 1715% ,科学

家、工程师、技术工人总数居世界第 1位, 专业科学

研究人员人数占世界第 4位。世界上不少国家缺少

劳动力,唯独我国不缺乏。我国的劳动人口比美国

多 317倍, 比法国和英国各多 20倍, 比德国多 14

倍,比澳大利亚多 63倍,比日本多 817倍,比发达国

家的总和多近 1倍。劳动力丰富以及相对较低的成

本,是我国崛起的巨大优势。但人口多、劳动力多,

又存在就业问题、吃饭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

题和交通运输问题,等等。我国农村有 5亿劳动人

口,富裕 2亿人左右。全国每年新增 1000多万人口

需要就业,还有一部分待业人口。我国劳动人口的

平均文化技术素质低, 具有复杂劳动能力的高级专

业人才少。一般劳动力富余, 专业人才短缺。加快

文化教育和整个经济发展,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提供

更多的就业岗位,做到充分就业,尽力使人人有适合

的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岗位, 幼有所学, 老有所

养,病有所医,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利益,关系

到社会安定,关系到国家当前和长远的发展,是一件

大事。抓好这件事, 是我们长时期的艰巨任务。这

件事抓好了, 富余劳动力就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负担0就会转化为财富, 压力就会转化为动力。我

们必须通过发展生产, 正确处理技术密集与劳动密

集产业、一二三次产业和多种就业方式,解决好这个

问题。同时我们始终不要忘记 7亿劳动力这个现

实,始终不要忘记保护广大劳动者的根本权益,不要

忘记保护低收入人群。注重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

关系, 扩大消费的比重,缩小收入差距, 使全国人民

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4. 如何扩大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自

己

坚持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

国已连续 14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

中国家,连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

投入国。现在,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超过 50万家, 利

用外资累计 2575亿元。 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17606亿美元,由 1978年的居世界第 32位上升到

第 3位。外汇储备达 11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 1位。

对外开放,引进了先进技术、资金和先进管理方式,

扩大了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提高了

我国的生产能力, 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但必须看

到, 由于我国一些地区违反政策争相出台优惠政策

引进外资,对引进外资不加选择, 致使许多消耗资

源、污染环境的产业和加工项目转移到我国,对我国

的环境和市场竞争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国对外贸

易结构比过去有很大改善, 但仍不合理。我国是劳

动密集产品出口大国、技术出口和对外投资小国。

/三资0企业出口产品占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

87% ,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占 6418%。我国技术专有

和特许权收入不到支出的 3% , 自有品牌产品出口

不足 10%。我国境内登记的发明专利仅占世界的

118%。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创新能力、企业家的

运营能力比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我们要扩

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外开放质量,使对

外开放为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和关键产业素质, 促进

产业升级,优化资源利用服务,为发挥我国的优势和

促进劣势向优势转化,尽快改变我国在科学技术和

竞争力落后于人的被动状况服务。

我国正处在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的历史起点上。

党的十七大指出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吹响了

向新的目标进军的号角。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十

七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我们

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困难就一定能够解决, 党的十

七大所确定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

¹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 5中国经济研究报告 6 ( 2006) 2007 ) ,经济

管理出版社,第 67, 47页。º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 5中国经济研究

报告 6 ( 2006) 2007) ,经济管理出版社,第 89)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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