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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

深化改革大家谈

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

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

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

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结合学习这次

全会的精神，我想谈谈新时代以来“总

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

任务”在经济领域里的体现和成就，以

及自己对这次全会对经济领域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将产生的里程碑作用的认识。

从《决定》的 60 条来看，其中直接

涉及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占 40%，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基本一致，“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

强社会活力”仍然是《决定》的重心，“以

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仍然是未来全面

深化改革的“牛鼻子”。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仍然是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等

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战争和危机事件，

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保

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化的两点认识

武力

DOI:10.16624/j.cnki.11-3844/d.2024.09.007



40

2 0 2 4 . 9 ／Sep.

障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为最紧迫的头等大

事，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就要实行高积累政策，而既要实行高积

累又要保证社会稳定。于是我国就建立

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经

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达到顶点，市场机

制的作用式微。因此，1978 年改革开放

以后，政府与市场关系，呈现出此消彼

长的变化，并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

为市场经济体制。

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方面，我们逐步

摆脱了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1984 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的概念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要

求。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则提出了在经济

运行方面，实行“政府调控市场，市场

引导企业”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 

体制。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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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了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

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

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

时删去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定语。

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

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

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在

市场基础性作用前面所加的关键词都集

中在强调改革取向是增强市场作用。这

些重要论断为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

一步突破在理论与思想上做了充分的 

准备。

党的十八大以后，从实践背景看，

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的重大变

化，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毕竟还是初步的、不完善

的，其中仍然存在政府

职能部门对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认识不够清晰准

确，在经济运行中如何

发挥政府作用过程中，

始终存在着“越位”“缺

位”或“错位”的问题。

因此，突出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地位，就成为

改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

主要方面。党的十八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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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

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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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

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

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质”的提升。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改变，

体现了中央以更大决心和魄力推动政府

向市场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推

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

2014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

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

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努力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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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 

新突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基

本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

任务，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为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经济目

标定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

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此，

在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提出了更为具

体的目标和任务。

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方面，

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求：“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

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

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

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

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

力。”对于市场主体，强调要坚持和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对于市场规制，强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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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市场经济

基础制度，则更为全面具体，特别强调

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

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加强产权执法司法

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

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

冤错案件机制。此外，对于市场准入制

度，也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方面，这次

重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提出：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

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

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

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第一是完善国家

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第

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第三是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第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机制。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提

出了很具体的改革目标和要求，对各级

政府的有关经济职能部门如何发挥作用，

既“有为”又不“乱作为”，做了明确 

的限定。

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前提和

首要任务，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保障。改

革开放以来，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来

看，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面进行的：一

方面是公有制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尤其

是国有经济更是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的重

生和发展；二是以个体户、私营企业

和外资企业构成的非公有制经济蓬勃

发展，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公有制企

业。这种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共同

发展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能够实

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 

原因。

但是在这个所有制结构不断向好的

变化过程中，社会上的认识是莫衷一是。

当 1997 年打响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并

实现了三年脱困目标后，国有企业重新

获得活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但

是，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所谓

的“国进民退”的议论，仿佛国有经济

重生和发展不利于民营经济。为了进一

步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策，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完整地阐述了“两

个毫不动摇”，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

一步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

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

进新格局。为此，2005 年国务院印发《关

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

36 条”）；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受需求不足影响遭受

严重冲击，加之融资困难，经营步履维

艰，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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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营造有

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并提出了缓

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具体措施。2010

年，国务院又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

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国家

继 2005 年的“非公经济 36 条”之后支

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指导

性文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

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

进一步建设和完善。2013 年，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

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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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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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

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

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

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

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

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并要求“保证各

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

在国有经济改革方面，围绕其地位

和作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出国有企业只能做强做优做大，不能

做弱做小做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包括：坚

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始终

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

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

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2015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成为

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文件；2016 年

10 月，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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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2020 年 6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

案（2020—2022 年）》。按照方案部署，

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发展更加全

面，活力效率显著提升，布局结构明显 

优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

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之前改革的基

础上，国家强调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

核心竞争力。并要求进一步明晰不同类

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

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

方向。要求推动国有资本向三个领域集

中：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

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

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中。

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

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深化细化实化鼓励

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国

务院先后印发了鼓励社会投资、激发民

间投资、盘活存量资产等方面的一系列

政策措施。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

摇”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方略，保证民营企

业参与市场竞争公平性及同等受到法律

保护。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指出，要不断为

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

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这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下定

心丸、安心谋发展，为民营经济走向更

加广阔的舞台注入了信心和动力。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

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

意见》，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措

施，强调坚持公平竞争，对各类市场主

体一视同仁，极大地释放了民营经济发

展潜力，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

蓬勃生机。2023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31

条举措，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

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

保护，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身改革发展、

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

《意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

度，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长远目标，

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了新的重大

部署，首次提出了“促进民营经济做大

做优做强”，吹响了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时代号角，振奋了民营经济从业者的信

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进

一步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

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

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

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

相信会进一步提振民营经济从业人员的

信心，并形成良好的预期。（责任编辑  

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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