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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逄锦聚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道路是关系中国和世界前途的战略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具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包含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通向人民幸福、国家富
强、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光明之路。适应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要求和挑
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以更加坚定的决心、
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提供不竭的强大动力和保证，不断开创中国和世
界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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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道路是决定国家方向、民族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①其重要原因是找到了通向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平发展
的庄严使命。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本文拟从经济学的
角度，阐明在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道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发展道路。

一、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战略抉择

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这
首先是实践作出的回答。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把中国人
民从贫穷引向富裕的道路，这是已为实践所证明了的。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
年之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统计资料，从一个角度可以给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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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改革开放 40 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
绝对量
单位

1978 年
绝对量

2017 年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 % )

2013—2017 年
平均增速( % )

1979—2017 年
平均增速( % )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3679 827122 6. 9 7. 1 9. 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385 59660 6. 3 6. 5 8. 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641238 7. 0 11. 7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559 366262 10. 2 11. 3 15. 0

货物进出口总额 亿元 355 278101 14. 3 2. 6 18. 6

就业人员 万人 40152 77640 0. 05 0. 2 1. 7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71 25974 7. 3 7. 4 8. 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343 36396 6. 5 6. 5 7.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34 13432 7. 3 7. 9 7. 7

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按可比价计算。2017 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不等于各产业之和，是由于数值修约误差所致，未做机械调

整。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按各年增速计算。进出口平均增速按现价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7 年数据来源

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1978 年数据是根据历史数据按照新口径推算获得，绝对量均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速按可比价

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9a) 。

表 2 新中国 70 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 绝对量单位
1949 年
绝对量

2018 年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 % )

1950—2018 年
平均增速( % )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679* 900309 6. 6 8. 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119* 64644 6. 1 6. 7＊＊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11. 3＊＊＊ 645675 5. 9 15. 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277* 380987 9. 0 11. 6＊＊

货物进出口总额 亿元 42＊＊＊ 305050 9. 7 14. 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62. 2＊＊＊ 183360 6. 2 12.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68. 1＊＊＊ 220904 8. 7 12. 6＊＊＊＊

注: 1981 年之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81 年及之后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992 年及以前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97 年起不含居民购买住房。
* 为 1952 年数据; ＊＊为 1953—2018 年平均增速; ＊＊＊为 1950 年数据; ＊＊＊＊为 1951—2018 年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9b) 。

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找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处在核心的地位。从认识论的角度说，道路最大的特点
是实践性，道路必须是实践中的道路，没有实践就没有道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人的实践，不实
践就不是道路，也没有道路。”①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和在中国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进行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52

2020 年第 8 期

① 陈先达，2016:《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光明日报》9 月 7 日。



论、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只有汇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才能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

对于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中国人自然看得见，摸得着，就连国外公正的舆论也都给予了肯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广阔市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成功启示。韩国西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
教授金时中强调:“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给广大发
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蓝本、一条可选择的途径，这些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吸取有益经
验。”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桑·贾韦德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值
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①当然国外也有人对中国道路持质疑和否定的态度，有的认为中国道路
不可持续、必然崩溃，②有的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有的污蔑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美国“偷的”。③

这些论调反映的是西方某些抱有不同目的的人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应，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已
经并正在为事实所否定。

对于这样一条已为新中国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所证明了的成功经济发展道路，我们当
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这是尊重实践，尊重历史。但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道路，还具有更特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经过长期发展，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④ 新时代新要求，我们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
会全面进步。要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必须看到，我国仍处于
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
变，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我国还存在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市场体系不健
全、市场发育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
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都成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

更需要关注的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世界却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
化的同时，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⑤ 这突出表现在以
下方面。

一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并以前所未有的能量促进生产力发展，由此带来世界各
国综合实力格局的重构。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生产力由蒸汽机时代进
入到电气时代，再从电气时代进入到信息化时代。目前正在兴起的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新
材料、新工艺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席卷全球，人类正从信息化时代迈入智能化时代。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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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刘晓云( 2018) 。
如 Chang ( 2001) 在书中预言，中国经济将于 2016 年崩溃。
参见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world /2019 － 11 /17 /c_1125241662． htm。
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后文简称十九大报告。
近年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 年 6 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中

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9 年 10 月 25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时
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 年 11 月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又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革命的发生、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促进生产力大幅提高，使各国综合实力格局发生变化。在这个变
化过程中，中国和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实力相对增强，而美国虽然综合国力仍
保持世界第一，但影响力相对下降。表 3 的数字说明，美国经济总量( GDP) 在世界经济总量所占比
重 1978 年为 27. 8%，2017 年下降到 24%，经济增长速度由 1979—2017 年的年均增长 2. 6%下降到
2013—2017 年的年均增长 2. 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由 1979—2017 年的年均 20. 4%下降到
2013—2017 年的年 17. 1%。而中国经济总量( GDP) 在世界经济总量所占比重 1978 年为 1. 8%，
2017 年提高到 15. 2%，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虽然 2013—2017 年比 1979—2017 年有所下降，但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却由 1979—2017 年的年均 18. 3%提高到 2013—2017 年的年均 28. 6%。
表 3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对世界贡献率比较

国家( 地区)

1978 年 2017 年 2013—2017 年 1979—2017 年

经济总量
(亿美元)

占比( % )
经济总量
(亿美元)

占比( % )
平均增速
( % )

平均贡献率
( % )

平均增速
( % )

平均贡献率
( % )

世界 84619 100. 0 806838 100. 0 2. 8 100. 0 2. 9 100. 0
高收入国家 69726 82. 4 514754 63. 8 1. 9 45. 8 2. 4 58. 1
中等收入国家 14329 16. 9 286827 35. 5 4. 5 53. 5 4. 3 41. 4
中国 1495 1. 8 122377 15. 2 7. 1 28. 6 9. 5 18. 3
美国 23566 27. 8 193906 24. 0 2. 2 17. 1 2. 6 20. 4
欧元区 21777 25. 7 125895 15. 6 1. 5 9. 3 1. 9 13. 1
日本 10136 12. 0 48721 6. 0 1. 3 3. 7 2. 1 6. 3

注:以上中国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以上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以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9a) 。

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由于采取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和去工业化战略，不仅造成实体经济的萎
缩，经济结构的失调，而且导致进入 21 世纪后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其后的经济复苏乏力。

历史证明，谁在科技革命中占领先机谁就能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迅猛提高国力;相反谁在
科技革命中处于被动地位谁就要落后，甚至被淘汰出局。“我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
学、地理学等众多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发明创造同生产紧密结合，为农业和手工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6 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 300 项发明和发现中，我国占 173 项，远远超
过同时代的欧洲。”①但是，在后来的几次科技革命中我们都没有占领先机。在这一轮新的科技革
命中，我国在一些领域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仅影响着自身 14 亿人口的发展，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
响。这是引起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焦虑和极力遏制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美关系的变局将极大地增加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当中国人民朝气蓬勃，意气风
发，抓住机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大步前进的时候，美国
发起对世界多国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遭遇逆流。2017 年新一届美国政
府上任以来，采取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政策，以加征关税等手段相威胁，频频挑起与主要
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摩擦。2017 年 8 月启动针对中国的单边色彩浓厚的“301 调查”，②无视中国
多年来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外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作出诸多不
合客观实际的负面评价，采取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经贸限制措施。其后层层加码，在双方谈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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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2019:《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第 10 期。
“301 调查”是美国依据“301 条款”进行的调查。“301 条款”是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的俗称，一般而言，“301 条

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它最早见于《1962
年贸易扩展法》，后经《1974 年贸易法》、《1979 年贸易协定法》、《1984 年贸易与关税法》，尤其是《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修改
而成。其主要含义是保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利，对其他被认为贸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国家进行报复。



采取霸凌主义态度和极限施压手段，坚持不合理的高要价，坚持在协议中写入涉及中国主权事务的
强制性要求，导致双方迟迟未能弥合存在的分歧。① 2020 年 1 月虽然经过艰苦谈判，中美双方签署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但效果如何尚需在实践中检验。
从美方的动作看，单边主义、极限使压、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几已成为常态。中美是两个大国，2019
年两国的 GDP总量约占世界的 40%，制造业约占世界的 40%，贸易额约占 25%。中美两国合作会
造福人类，摩擦不仅将给两国利益造成损失，而且会给世界带来灾难，2018 年、2019 年世界投资连
续下降，全球贸易受到重创就是对这种灾难的诠释。美国为什么要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发起贸
易摩擦? 原因很多，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坚持“美国第一”，追求超额利益，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
位。对于向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发起的贸易摩擦，贸易逆差等等都是借口，本质是要破坏中国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遏制中国的发展，以保持美国的霸权优势。

三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以下简称新冠疫情) 对世界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使世界各
国经济发展面临难以估摸的变数。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全世界人民在痛苦中煎熬，给世界经济已经
造成重创。2020 年 6 月 28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指
出:“我们并不知道新冠疫情将会如何发展。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会协调应对病毒的策
略，并与全球各国政府一起成功控制住病毒，这样发展中国家至少可以避免经历严重的灾难。两三
年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但如果从悲观的角度看待疫情发展的话，我们会发现，由于国与国之间
缺乏协调，疫情将在南半球国家造成严重的灾难，并在北方国家引起第二拨重大冲击，引发可怕的
经济衰退及 5 年到 7 年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但现在预测未来的全球疫情发展还为时尚早。”②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 2020 年 6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 9%。
IMF表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比预期更为严重，经济复苏速度可能比预期更慢。这尤其体
现在消费疲软和储蓄率增加。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将使全球债务进一步攀升至创纪录的新高。平
均而言，2020 年各国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之比预计为 14%，比 2019 年高出 10 个百分
点。IMF强调，目前的预测也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如果 2021 年初爆发第二轮新冠疫情，那么当年
的经济数据可能会更差。③

更严重的是，面对疫情肆虐，世界各国本该众志成城一致抗疫，但美国一些政客将其作为遏制
中国发展的手段，把两年前就已经开始的贸易战延伸到科技、人才、金融等领域，由此使世界面临的
风险陡增。中美关系走向是影响当前和未来世界格局变化的最大变量。有学者指出，疫情已经或
者将导致十大风险。第一是生命风险。第二是产业链断链的风险。第三是通胀风险，这是具有最
大不确定性的风险。美国带头实施无限量无底线的宽松货币政策，几十个国家跟进，已经在全球形
成了货币放水潮。加上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几乎可避免。第四是债务风险。
第五是金融风险。第六是粮食风险，世界粮农组织发布报告指出，2020 年全球将有 2. 65 亿人陷入
粮食危机。第七是能源风险，供给侧将受到巨大挑战。第八是贸易和投资的风险。第九是安全风
险，包括人身安全、地缘安全、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第十是战争风险，一些国家不排除用战争的手
段转嫁国内社会矛盾和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现在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大萧条之后最严
峻的时刻，或者叫全球的至暗时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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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 2019年 6月) 》，《人民日报》2019年 6月 3日。
《联合国秘书长: WHO并未偏袒中国，我们需要共同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0 年 6 月 28 日，http: / /m．

news． cctv． com /2020 /06 /28 /AＲTIClＲCXqＲuktlFwFyYr72Z200628． shtm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 《世界经济展望》( 2020 年 6 月) ，https: / /www． imf． org / zh /Publications /WEO /Issues /2020 /06 /

24 /WEOUpdateJune2020。
陈文玲，2020:《当前世界的十大风险与挑战》，《参考消息》6 月 17 日。



表 4 《世界经济展望》最新增长预测( 实际 GDP，年百分比变化)

2019 年 2020 年预测 2021 年预测

世界 2. 9 － 4. 9 5. 4

发达经济体 1. 7 － 8 4. 8

美国 2. 3 － 8 4. 5

欧元区 1. 3 － 10. 2 6

德国 0. 6 － 7. 8 5. 4

法国 1. 5 － 12. 5 7. 3

意大利 0. 3 － 12. 8 6. 3

西班牙 2 － 12. 8 6. 3

日本 0. 7 － 5. 8 2. 4

英国 1. 4 － 10. 2 6. 3

加拿大 1. 7 － 8. 4 4. 9

其他发达经济体 1. 7 － 4. 8 4. 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 7 － 3 5. 9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5. 5 － 0. 8 7. 4

中国 6. 1 1 8. 2

印度 4. 2 － 4. 5 6

东盟五国 4. 9 － 2 6. 2

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 1 － 5. 8 4. 3

俄罗斯 1. 3 － 6. 6 4. 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 1 － 9. 4 3. 7

巴西 1. 1 － 9. 1 3. 6

墨西哥 － 0. 3 － 10. 5 3. 3

中东和中亚 1 － 4. 7 3. 3

沙特阿拉伯 0. 3 － 6. 8 3. 1

撒哈拉以南非洲 3. 1 － 3. 2 3. 4

尼日利亚 2. 2 － 5. 4 2. 6

南非 0. 2 － 8 3. 5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5. 2 － 1 5. 2

资料来源: https: / /www． imf． org / zh /Publications /WEO /Issues /2020 /06 /24 /WEOUpdateJune20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交织、相互激荡，一方面中
国的发展使世界仍然充满着希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
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
风险上升”。① 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叠加，我国经济发展也将面临新挑战，
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带来了新的困难，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根据有关基
础资料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 2020 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初步核算
主要结果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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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24 日。



表 5 2020 年一季度 GDP初步核算数据

绝对量(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GDP 206504 － 6. 8

第一产业 10186 － 3. 2

第二产业 73638 － 9. 6

第三产业 122680 － 5. 2

农林牧渔业 10708 － 2. 8

工业 64642 － 8. 5

制造业 53852 － 10. 2

建筑业 9378 － 17. 5

批发和零售业 18750 － 17. 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865 － 14

住宿和餐饮业 2821 － 35. 3

金融业 21347 6

房地产业 15268 － 6. 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928 13. 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138 － 9. 4

其他服务业 39660 － 1. 8

注:绝对量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行业分

类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T 4754—2017) 》;本表 GDP总量数据中，有的不等于各产业( 行业) 之和，是由于数值修约误差所

致，未作机械调整。

资料来源:《2020 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初步核算结果》，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zxfb /202004 /

t20200417_1739602． html。

虽然，表 5 中的数据是短期数据，是在疫情严重冲击背景下的数据，并不说明我国经济长期向
好的趋势，但挑战严峻是必须正视的。

挑战面前如何办? 短期当然应该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例如，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
稳企业保就业，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促进农业丰收农
民增收等等。但从长期战略上，从根本上，就需要理论上更加坚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特别是其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制度上更加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践上则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应
对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巨大挑战的战略抉择。战略抉择面前，容不得任何犹
豫和动摇。

二、通向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光明大道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要坚持和发展的是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经
济发展道路?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从 1982 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创造中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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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深入的讨论。国外学术界大多使用“北京共
识”①或者“中国模式”的概念，探讨中国道路问题，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为
1978—2007 年，与“华盛顿共识”③相对立的“北京共识”正式提出。第二阶段为 2008—2012 年，
“中国模式”日渐成为讨论的主流话语。第三阶段为 2012 年中共十八大至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成为争论焦点。在国内，学术界虽然也有人使用过“北京共识”、“中国
模式”的概念，但大多数学者都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范畴。这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共
识”含义模糊，不足以反映中国道路的实质，并非中国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模式”容易
给人以“固化”的印象，引起歧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涵义，理论界曾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在理论界讨论的基础上，党
的十七大曾作出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④ 党的十九大又进
一步强调，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⑤ 从这些概括
和论述中，可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和科学思想的指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和谐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包括经济建设道
路、经济改革道路、经济发展道路，是经济建设改革发展道路的总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规定性基础上，内涵还包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改革道路;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等。按领域分具体还包括: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对外开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道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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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北京共识”是美国前《时代周刊》编辑、现任基辛格国际地缘政治咨询公司( Kissinger Associates，Inc． ) 副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Ｒamo) 于 2004 年正式提出。雷默认为，中国找到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即具有三个
主要特征的“北京共识”———以创新驱动为基础、强调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反对外来强权奉行独立自主。国外学术界有不同意
见，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参见刘庆军和郭文亮( 2019) 。
“华盛顿共识”1989 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森( John Williamson) 提出，包括十个主要政策: 加强财政纪

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
域;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
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华盛顿共识”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基础，强调自由市场
和有限政府，备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推崇，并向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华盛顿共识”被捧为现代化的
必经之路，成为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

胡锦涛，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012 年 11 月 8 日) ———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参见十九大报告。



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等等。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在中国具体国情和具体实践基础上，同时反映时代特征和
世界发展要求，从实际出发形成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蕴含着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
律，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有以下鲜明特色。
( 一) 立足中国国情，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经过多次选择开辟出来的

道路。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成立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带
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 28 年浴血奋战，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
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制度向人民当家做主的社
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飞跃。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主要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对建立社会主义
新中国奋斗目标的选择，但是在这一过程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经济建设探索，在抗日根据地进行的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探索，以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探索都对其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第二次选择。第二次选择，
虽然由于缺乏经验，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走过弯路，但也有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适合本国国情
的鲜明特色，如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农业
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注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等等。这些探索为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经验。20 世纪 70 年代末，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
的深刻变化，我国毅然开始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坚定不移地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征途。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一时期，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形成，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制度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
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历史进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的光明之路、胜利之路。

( 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我们有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成
功经验，也曾走过偏离经济建设中心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刻教训。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确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
践，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和鲜明特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就是以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为中心。改革开放开始之后，邓小平多次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
产力”，②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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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① 在实践中，我们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和进步。正因为如此，我国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险
阻，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
雄厚物质基础。实践证明，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断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是改革开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

( 三) 坚持改革开放，发挥制度优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坚持改革开放，发挥制度优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

路。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
抉择。1978 年开始，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局部到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计划体制的藩篱，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改革的内容极
其丰富。首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进行所有制
领域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摒弃了单一公有制模式，创新形成并发展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
度，并积极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
各类所有者的积极性，使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其次，建立并完善
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反复探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
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把发展市
场经济的优长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结合起来，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保证，极
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再次，改革分配制度，建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进行分配领域改革，建立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既讲效率又讲公平的体制机制，从而极大调动经
营者和劳动者积极性，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分配制度保证。最后，持续扩大开放，发展更高
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开放促进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遵
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建立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沿
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
作，拓展对外贸易，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
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找到了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从而为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和根本保障。

( 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道路。人是生产

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开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决定国家前途命
运的根本力量。在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发展为了民，依靠人民实现发展，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
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是人民从建设改革发展中获得收益，增强满足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道路最鲜明的中国特色。

( 五)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的道路。坚持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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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和反复比
较，选择了社会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选择了改革开放，
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极大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
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使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
面迈向现代化，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
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① 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事业的理论基础，在长期建设改革发展实现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在实践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科学理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经过反复探索，创新形成并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实际出发，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推动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新宏观调控模式，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一步一个脚印地促进生产力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具有以上鲜明特色，而且在这些特色中包含着人类社会经
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为人类进步贡献了中
国智慧。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道路“打破西方发展模式主导世界发展的垄断格局，走出西方‘国强必
霸’的传统大国发展模式窠臼，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② 也有学者指出，“对世界而言，中
国道路取得的成功无疑是振奋人心的。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大国崛起给世界创造无限发展机遇，而
且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各国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所谓‘终极模式’根本就不存在。”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包含的一般规律有:
( 1) 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重大的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
义最具意义的丰富和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生
产力高度发达，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不再需要商品
货币插手其间。恩格斯曾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
治也将随之消除。”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本国在经济落后条件下跨入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
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把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从而使市场经济这一曾经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
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⑤的文
明成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焕发了生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将永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史册。它不仅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上具有重要启示，而且实现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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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革命性创新。这一革命性的创新再一次告诉我们，“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
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这
要求我们以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又反对教条主义的
错误。同时还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一般形式，资本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
可也更好发展市场经济。这不仅是对认为市场经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否
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 2)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历
史、文化、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但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从历史看，它们一般都
曾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附属国，至今未能摆脱在世界市场不平等国际分工中的依
附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它们一般仍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中，属于低收入或中等
收入国家，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在经济全球化中竞争力水平不够高。从发展前景和任务看，它们都
面临如何摆脱贫困和落后地位，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独立，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新老殖民
主义，尽快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对它们有很
强的吸引力。主导世界市场、先期完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产业结构演进大都按产业革
命发生的历史顺序逐级推进，依靠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由此付出了贫富两极分化等一系列国内
外社会分裂的沉重代价，走的是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
展，发挥了后发优势，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走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
展与环境治理同步推进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是农业大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十
分鲜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促进了农业和
农村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着力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乡村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新农村建设面貌焕然一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及新
型城镇化、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农村改革逐步深化，农民的收入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中国的新型现代化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
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②

( 3) 提供了破解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世界性难题的新思路。如何认识和处理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各国现代化过程需要解决的一个世界性
难题。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虽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特点，但其有效资源配置的
功能是共同的。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来看，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源配置
由价值规律的市场机制及剩余价值规律决定，政府是“守夜人”，并不直接干预经济，但付出了巨大
代价。1825 年资本主义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英国，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此后每隔几年就周期
性地发生; 1929—1933 年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大危机。实践证明，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
定作用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调节的自发性和事后性，会导致比例失调、生产过剩、资源浪费等严重
问题。应对这样的问题，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开始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西方
虽然在理论上盛行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但实际上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的情况根
本不存在。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说明，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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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待解决的大问题。中国道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也经历过曲折的探索。在改革开放前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经忽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为此付
出了高昂的学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紧紧围绕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塑造与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相
适应的微观主体，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健全市场规则，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
良好环境和条件，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效率最大化。另一方
面，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宏观调控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
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
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充
分发挥好政府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应有的制度、环境、秩序和再分配等公共保障作用，健全以国家
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
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使政府担负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人民谋幸
福的使命。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市场作用和
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起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创举，为人类探索更加合理有效的经济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

( 4) 揭示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新方向。新中国 70 年是世界经历大发展大变革的 70
年。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面临重大时代课
题的挑战，迫切需要给予战略前瞻性的回答。就中国而言，最关键的是把握历史发展的新方位，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世界而言，面对正在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如何维护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共同应对的主题。中国在办好自己的
事情，着力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高举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旗帜。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
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
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
题”，因此，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
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① 习
近平的这些精辟阐释，为解决世界的发展命题指引了方向和路径。其次，中国高举和平发展的大旗，
提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面对当前治理难题和发展困境，人类社会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发展观，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
系和国际秩序，开辟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解决当今世
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以天下大同为目标，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摒弃丛林法
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出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发展新道路，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的
选择。”②再次，中国积极深化南南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方案实施六
年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
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沿线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之所以具有上述世界意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道路既顺
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又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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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运
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内在动力。它们在一国起作用，也在世界范围发生作用。中国道
路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进步提供了具有一般性可资借鉴的经验。

以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特色和一般性的分析，说明我们要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
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①而是从中国国情
出发，同时包含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要求的，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经济发展道路，
是通向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光明大道。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道路是旗帜，道路是方向。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历史和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成就雄辩地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
下去。”②实践发展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发展和完善也无止境。要不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立于主动，有所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继续发展，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
竭的强大动力和保证，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根本组织保证、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以改革开放
为动力，集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内涵极其丰富，包
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方向;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方法论分析形势，解决问题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发展理念、发展阶段、体制基础、发展路
径、根本任务和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以经
济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点内容、领导保证以及经济改革与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系; 反映实践发展的要求，回应时代的关切，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是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指南。在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

( 一)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仍然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走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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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措施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国家强，经
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
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现代市场主体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现代
市场体系、现代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现代绿色发展体系、现代全面开放体系，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等，也
包括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等构成的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对于这些措施，要在实践中逐一落到实处。

(二) 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国家经
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开放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开辟靠改革，发展和完善仍然要靠改革。面向新时代，面对
世界大变局，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就要进一步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
作用，依靠改革应对世界之大变局、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坚持问题导向，紧紧扭住关键，
善于识变求变应变，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
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
家经济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展开，我国国家经济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
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各种风险挑战，也必须把制度建设和
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三) 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
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必须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制造业融合发展，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制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
形态根本性变革，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

要注重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大力推
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当
前，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科技进步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我们必须加快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补上创新短板，破除一切阻碍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增强国家的科
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要以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
国体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
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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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进一步扩大开放，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没有

变。把握这些变与不变，一方面要适时作出应对之策，例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加快复工复产工
作，调整扩大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以内需为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适时调整宏观政策的力度等等，
另一方面，从战略高度，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开放，参与全
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有责任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把准航向，以更大的开放
抓住发展机遇，以更好的合作谋求互利共赢，主动参与和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
放型经济，防范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世界各国一道合作抗疫，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创造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不懈努力。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优秀文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
迹，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我们决不必自认为低人一等，唯别人眼色是从，我们更应该有充分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并有理有力有节地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但也要看到，我国仍然
是发展中国家，2019年全国年人均收入即使达到 1 万美元，但仍有 6 亿左右人口月收入 1000 元人民
币左右，①在一些领域我们比发达国家也有差距。更何况，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成就是同世界
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既要扎根于中
国大地，又要在不断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从历史
发展的角度说，由于历史条件所决定，我国没有经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样的状况
决定了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
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在独立自主的基
础上，充分汲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发展中的有益经验和文明成果，在对世界各国优秀成果的比较、对照、
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中国道路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在发展好自己的同
时，有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但学习和借鉴，不能照搬。既要反对超级大国利用本国模式来改造整
个世界的图谋，也要反对将中国的改革引向与超级大国根本经济制度趋同的主张。“一些国家和民族
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
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②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一定要坚定地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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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World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Ｒarely Seen in a Century
PANG Jinju

( Nankai University)
Summary: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along a socialis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the world fac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once-in-a-century
changes． How will the Chinese economy develop? What is the economy's development prospect? What strategic measures
will China take? These are important issues attracting the world's atten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se problems from
strategic and macro perspectives．

The paper begins by analyzing the new era that Chinese socialism has entered，the profound change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world that are rarely seen in a century，the changes occurring now，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his paper aims to answers why China adheres to and develops the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xamine what kind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develop，and how and why China will adhere to such a path．

The paper adopt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pplies a combination of contradiction analysis，normative analysis，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analysis uses statistics from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documen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ganizatio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 refers to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is topic．

Developmen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China，as the country faces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that have rarely
been seen in a century． In adopting detailed measure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strategically adheres to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a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is in accordance with both the current Chinese reality and the world's development trend in practice． The
path h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its central task and works to achieve an innovative，coordinated，green，open，and
shared approach that expands opening-up and cooperation toward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outcomes with all countries．
The aim is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so as to both leverage Chin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to learn from the
advantages and strength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way the COVID-19 epidemic can be overcome and the Sino-US conflicts
can be resolved，and thus China can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s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in considering th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academic viewpoints，the paper outlines the rare and profound
changes that have happened and giv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se changes in the world，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it is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f holding opportunities and meeting challenges to adhere to and develop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ond，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field，the paper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accurate summary of t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s and basic meanings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this path has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embodies the general
law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a bright path leading strives for people's happiness，nations' prosperity and
strength，and the world economy's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Third，this paper explains that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new era and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which are rarely seen in a century，
China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adhere to and advance the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more confidence，more
forceful measures，and more perfect systems，and thus find the inexhaustible motivation to guarantee the Chinese nation's
rejuven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s prosperous development，and create beautiful futures for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Key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a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EL Classification: P26，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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