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发展观察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

启了新一轮改革的大幕，《决定》提

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

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为处于“攻坚期”和

“深水处”的中国改革确定了时间表

和路线图。《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

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理论方面，有许多重大

理论创新。

把对现代市场经济的

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理论高

度

《决定》提出，经济体制的“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

在党的文件中是首次提出的，标志

着我们党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

的深刻把握和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坚定决心，是一个重大

理论创新。

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

社会的关系，合理划分政府与市

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是构建经

济体制时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

践问题。我们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经历了一个不断突破思想束缚、不

断实现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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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市场和价值规律等有关市

场经济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认

识，提出“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

值规律”。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

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

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

础性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理论创

新，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实现了新的突破，把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提

升到“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

变化，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

践经验和理论创新的科学总结，反

映了世界各国在谋求经济现代化过

程中的成功经验，必将对我国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从理论上讲，市场在资源配置

上有其他方式难以比拟的优势。市

场借助价格信号传递复杂的经济信

息，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作出理性选

择，促使生产要素不断优化配置；

市场具有强大的激励功能，能够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

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

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市场具有“涓滴效应”，通过动员

各类要素，创造就业岗位，使劳动

者获得增加收入的机会，让发展的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市场借助竞争

机制，优胜劣汰，促进创新，诱导

结构变迁，促进经济效益和发展质

量的提升。

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

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

政府的作用。“有效市场”和“有

效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

个轮子，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

撑 ， 缺 一 不 可 。 只 有 “ 双 轮 驱

动”，才是完善的、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把“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

高到了新的实践高度

要想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要有一个

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否则就会出

现“市场失灵”和“资源误配”。现

代市场体系的核心是“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各类市场主体（资产所

有者、企业、消费者等） 的自由选

择和公平竞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

动，以及等价交换是市场优化资源

配置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7月23日在湖北省武

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

会上就明确指出“进一步形成全国

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

发展环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

重要方面。三中全会把“建设统 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重

要性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指出“必

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

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贡献
◎ 胡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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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

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相对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市场体系，深化改革还有许多方面

的工作要做。首先，我国的各类市场

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市场分割和碎

片化现象明显。以土地市场为例，我

们还没有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

市场，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平交

易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限制，土地资

源配置失误和低效率利用现象大量存

在，农民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充分有效

的保障；其次，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

制还不完全和完善，行政干预价格形

成的现象大量存在。消费品等一般性

商品的价格已基本由市场机制决定，

但生产要素价格以及自然资源价格仍

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不能完全反映

其真实价值和稀缺性，从而导致使用

上浪费，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

性转变，因此，要“完善主要由市场

决定价格的机制”；第三，市场壁垒

大量存在，商品，特别是生产要素还

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投资自由和消

费选择的自由受到限制。

我们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

求，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让商品

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起来，让资产所

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充分自由

的选择权，让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和

灵活性，让人民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

和较高的物质福利。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增添了新的科学成分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是党的十五大首先提出来的，党的

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毫不动

摇”的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更加科学，

内涵也更加丰富。

一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

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根基”。这就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是必须长期加以坚持和不断完善的。

二是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公有制经

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指

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并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

方针，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非

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础”，这是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目前，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2011 年，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

71.88％，城镇总就业的73.8％，税

收总额的62.9％。

三 是 提 出 “ 完 善 产 权 保 护 制

度”，特别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

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和“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各种类型的财产获得有效而同等的

法律保护，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

制度基础，也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

等竞争的前提条件。经济学把产权

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以及合同

的有效执行和纠纷的公平仲裁视为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支持性制度。只

有有效保护产权，才能把各种资源

充分动员起来，激励人们去创造财

富、积累财富和有效运用财富，从

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获得不竭动

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产权保护

制度的重要性，将会加速推进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制度建设。

四是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混合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

一种有效产权组织形式，也是公有制

经济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党的十五

大报告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概念，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现了我们

党关于公有制理论的与时俱进。混合

所有制经济的优势是它能够充分利用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两种产权形

式、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方式各

自的长处，获得多种产权形式协同配

合的正效应。在新一轮改革中，我们

之所以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是因为我国不仅出现了大量的非公有

制资产，公有资产的产权主体和实现

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各种形式的财产

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利用、相

互制约已是大势所趋。混合所有制经

济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我国基本经

济制度的性质，还会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和企业的有效治理结构奠定

坚实的所有制基础。

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

针，当前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

手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

是加速构建有效保护各类财产的公平

法治环境，无论是“公有”财产还是

“非公有”财产，只要是社会财富创

造的源泉，都要给予公平对待和有效

保护；二是通过清晰界定国有资本职

能、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建立科学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推动国有企业完

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的活

力、控制力、影响力；三是构建各种

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

机制，破除进入壁垒，平等获得生产

要素，保障投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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