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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想观念的碰撞，学术观点的争鸣，理论主张的交锋，始终伴随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面对经济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面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不少
人遭遇着理论上的迷误和困惑。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社科研究工作者，我常终日而思之：为什么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一个“共
产主义的幽灵”会在欧洲上空徘徊？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后能迅速影响全世界？
为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会形成一股历史洪流，席卷全球？
为什么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会发生巨变，苏联会发生解体，社会主义运动会跌入
低谷？
曾几何时，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同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我们把“市场经济”、“商
品经济”、“私营经济”等统统看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加以排斥和
限制。
而今，我们为什么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我们为什么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保持公有制主体
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翻阅导师经典名著，领教时贤真知灼见，解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感受改革开放火热实践，我苦
苦思索着、寻觅着。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当代中国面对的一个特别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
要集中全党全社会全国人民的智慧，需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不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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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结构体系，是当代中国正在探索实践的重大现实课题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遵循四大基本原则：价值理性与制度理性辩征统一原则、公平
与效率辩证统一原则、科学发展原则和对外开放原则。
中国经济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
度。
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又有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既符合社会主义的价
值取向，又具有立足国情的现实基础，因而是价值理性与制度理性的辩证统一。
　  基本制度制约着具体制度，具体制度支撑着基本制度。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创新和完善一系列具体经济制度，构建起支撑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结
构体系。
支撑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经济制度及其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农
村土地产权制度、支持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具体分配制度和分配调节制度
、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生产经营消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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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遵循价值理性与制度理
性辩证统一的原则    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二、要坚持制度理性    三、当前经济
制度创新中应警惕和防止的几种错误思想倾向  第二节　遵循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原则    一、要毫不
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保证“效率优先”的基本制度安排，并不断探索创新能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具体制
度    二、要从制度构建的角度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第三节　遵循科学发展的原则    一、经济制度构建要
体现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    二、要围绕科学发展加强市场经济的各项具体制度建设    三、要建立健全
保障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制度  第四节　遵循对外开放的原则    一、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
经验    二、要通过制度创新推进对外开放第二章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合理性及制度路径  第一节　
市场缺陷及外部不经济    一、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    二、垄断造成的资源配置低效和资源运用低效    
三、市场的外部不经济    四、市场失灵  第二节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效率功能    一、限制私人垄断
，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二、克服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整个社会经济的
发展奠定基础、提供条件、创造环境    三、搞好宏观调控，主导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四、确立合理的分配机制，为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和谐发展奠定体制基础  第三节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政治功能分析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保证人民民主政权性质的经济制度基石    二、坚持以公有制为
主体，有利于保障和扩大广大公民的政治权利    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  第四
节　如何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一、公有资产应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二、对自然资源类生产资料
必须实行公有制    三、公有制应在基础产业占绝对支配地位    四、国有经济应在主导产业和其他重要
行业占支配地位    五、公有制应在社会各项事业领域占绝对支配地位    六、公有制应在多层次的动态
的所有制结构中保持主体地位第三章　构建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产权制度　⋯⋯第四
章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制度第五章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第六章　大力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第七章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第八章　劳动论、劳动价值新
论与按劳分配第九章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具分配制度体系第十章　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生产经营消
费制度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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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制度是人类创造发明的、有效管理人类自身活动的一系列规则，同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有
力工具、得力杠杆。
没有人会怀疑制度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意义：不同的制度设置，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一个国家，其
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构建的是否合理，是否先进，直接关系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快慢、发展好坏，
也关系到经济制度本身的活力和生命力。
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中国，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有着特殊国情的发展中国家，既不能沿袭传
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又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老路，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
历史的抉择，是现实的要求，是中国人民的心愿。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构建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
这种经济制度，既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又能避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
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能
积极汲取他国先进的制度文明成果和管理经验，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结构体系，是当代中国正在探索实践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自党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经济制度后，理论界围绕着如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展开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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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著书立说，激扬文字，对于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入而言，既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
2004年，我中标并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结构体系研究》，同时
也开始了本专著的撰写。
经过四年努力、四年辛苦，终于完成了本专著的创作。
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我心中充满喜悦，同时，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感谢！
感谢那些为我及课题组的调研活动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的有关单位的领导、朋友。
由于本书的选题内容既牵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也牵涉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因此撰写本书，既需
要深入的理论探讨，也需要大量的社会调查，应该说要写好本书难度是比较大的。
为搞好课题的调研和本书的撰写，作者本人以及课题组有关成员曾经到江苏苏州、浙江温州、上海浦
东新区，到河南焦作、许昌、周口、信阳等许多地市的一些机关、企业、农村，到河南省国资委、发
改委、国土厅、原中小企业局、工商局等省直机关，搞专门的社会调查。
所到之处，得到了有关领导、朋友的帮助和支持。
在此，我深表谢意！
我感谢！
感谢那些为我的学术观点的形成、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的专家学者们。
在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个别章节，作者曾吸收了课题组成员杨翠萍女士、生秀东先生的个别观点，
同时，在整个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曾参考、借鉴、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许多专家学
者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
在此，一并向这些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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