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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商品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革开放前，把市场调节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计

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种对立的制度。在改革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传统

计划经济排除市场调节的缺点，逐步突破了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传统观念。改革

前我国存在商品经济，但市场不起资源配置作用。我国由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为辅”的局部市场经

济，到不分“为主”、“为辅”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再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

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 

  关于劳动价值论 

  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界一般是在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讨论有关问题的。改革开放以

来，既出现了否定和肯定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观点。从目前情况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主张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不赞同用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等否定劳动价值

论。在物质生产劳动所占比重不断降低的现实经济中，主张创造价值的劳动只限于物质生产劳动的见

解有局限性。但对劳动价值论拓展到何种范围，又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为生产服务的劳动如通

讯、金融等行业的劳动也创造价值。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有

好处的劳动就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有人主张商业劳动也创造价值。但人们一般不赞同全部第三产

业劳动都创造价值或一切有用劳动都创造价值的观点。事实上，不能将劳动的作用和贡献大小同是否

创造价值简单联系在一起。随着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深入，人们明确了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是高级复杂

劳动，可以在生产中创造更多、更高级的财富和价值。 

  关于新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不断拓展。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运行机制、虚拟经济、社会

主义资本、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

实现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全球化等新的概念和理论不断涌现，

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成果。其主要内容可概括

为：第一，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这一论述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前提，把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起来。第二，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将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灵活性和效率性结合起来，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

用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论。根据我国

生产力落后、多层次、不平衡以及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经济制度，既不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论。在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的分配制度。第五，公平与效率统一论。在分配体制中，要公平与效率并重，以公平促效率，以效率

促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第六，社会主义经

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论。要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

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成本、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发

展方式就是要实现科学发展。第七，判断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三条标准论。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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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发展

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主权和独

立。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条件和保证。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第九，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自主与

对外开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把引进

同开发、创新结合起来，把利用外资与重视积累结合起来。第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坚持

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不能搞多元

化。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要继承和坚持其基本原

理和方法，又要根据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实践的推进不断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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