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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会主义的两个标准与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分水岭就是改革开放前和

改革开放后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目前，在看待和评价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时，存在两种不全面、不客

观的倾向。一种是只看重和肯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而否定前三十年的成绩。还有一种是放大后三

十年出现的问题和缺失而否定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并反转来全面肯定前三十年包括肯定其“左”的一套

理论和实践。这些见解都是片面的和不符合实际的。 

  需要明确的是，作为新中国发展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各自的历史成就和功绩：一方面，

新中国建立后的近三十年发展，为后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

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又远远超过前三十年。 

  新中国建立后，从政治上说，广大的工人农民得到了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

造，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从经济上说，前三

十年中消灭了剥削制度，创建和发展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

设；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积累；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年

均增长率达6.1%，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增长，也超过了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当然，也应看到，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左”的错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给我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另外，传统指令性计划经济对企业统得过死、企业没有自主权和自主

钱，因而缺少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纠正了“左”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社会获得迅速发展。我国的国内生产总

值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14倍。年均增长9.8%，

是同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人均GDP从381元增长到22698元，近3300美元。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781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温饱不

足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1479万人左右，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人均20元左右）增加

到21788.5亿元。改革三十年来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

题。如利益分化趋势明显，贫富差距扩大，出现两极分化，劳资矛盾凸显，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化公

为私等问题突出。另外，经济的快速增长同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优化之

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及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

也日益表面化。  



  应正确地看待和评价前后三十年中的成就与缺失，既不应通过突出和放大失误的消极后果否定前

三十年重大成就，甚至将前三十年妖魔化；也不应只强调前三十年的成就而讳言失误，看不到或不愿

看到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政治的严重损失。同时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扭转了“左”的错误，经济社

会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不应因存在一些问题和缺失，而贬抑其成就。更不能用改革前的观点评价甚

至否定后三十年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制度的评价运用两条标准，一是生产力标准，二是价值标准。资本主

义社会经济制度之所以优越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一是因为它更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劳

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但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存在阶级剥削与阶级矛

盾、存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会引发经济危机，损害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来判断，资本主义制度既比以往的社会制度先进，又存在着制度性缺陷，注

定要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为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

一。一方面，它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协调社会利

益关系，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应是一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

现劳动者解放和共同富裕的制度。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既促进生产

力发展，又是抑制贫富差距、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也就成为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标

准和价值标准统一的制度特征。 

  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直到1958年，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力求更快地发展生产

力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搞大跃

进、“超英赶美”，都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愿望。但因主观愿望的实施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而导致失

败，造成三年经济困难，于是又转向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与路线的斗争，直至搞文化大革命。转向

重价值标准而轻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又被左倾路线扭曲，变成搞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的

社会主义。 

  从后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看，针对过去左倾路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

观点与实践，搞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

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时，是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相统一的。他既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的生产力标准，也同时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而且强调公

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中，出现了重生产力发展

而轻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倾向。重效率而轻公平，重资本利益而轻劳动利益，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和

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也出现了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应引起严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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