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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再探讨*

周绍东

[摘　要]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上包括国民经济综合平

衡的内涵、本质、实现基础、实现保证、实现手段以及“波浪式前进”的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

结合的基础上要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二是推动宏观经济调控转向更为全面的宏观经济治理；三是坚持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提供领导力量、制度保障和

微观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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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是毛泽东

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出现剧烈波动，推动国民经

济实现综合平衡成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重

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站在辩证法的

高度，运用对立统一思想，围绕国民经济综合

平衡的内涵、本质、实现基础、实现保证和实现

手段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阐述，形

成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当前，我国经济

发展的体制基础和微观载体已发生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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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精髓仍闪

烁着理论光芒，呈现出重要时代价值。

一、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

形成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内外形势变化多端，加之我们党在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系统经验，导致国民经

济增长率剧烈波动。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

衡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

新中国成立，新政权的建立为新中国的经

济建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上层建筑保障。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三年经济恢

复时期制定了政策路线和行动纲领。会议期

间，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

基本好转而斗争》为题的书面报告，深刻分析

了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经济工

作取得的成果，指出党和政府要继续完成全国

土地改革，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大规模削减

国家机构所需经费，以实现党在这一时期的中

心任务——用三年时间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

况的根本好转。

经过 1949 年到 1953 年的经济恢复和建

设，工农业生产有了明显起色，人民生活水平、

政府财政收入显著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初

具规模。全国农业总产值从 1949 年的 326 亿

元上升到1952年的461亿元，累计增加41.4%；

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49亿元，超过1936年

的历史最高水平，较 1949年增长近 2.5倍。截

至 1953 年底，国家财政收入较 1950 年已多三

倍有余，财政收支体系逐步完善，结束了 1949
年以前的旧中国长期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950年到 1952年，国家

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累计超过86亿元。①

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会议确认了“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

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希望

年份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社会总产值

2138
2548
2679
1978
1800
1956
2268
2695

农业

566
497
457
559
584
642
720
833

工业

1083
1483
1637
1062
920
993

1164
1402

建筑业

202
235
248
90
74
97
151
177

运输业

90
121
131
76
62
66
72
91

商业

197
212
206
191
160
158
161
192

表1　1958年到1965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单位：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0页。

    ①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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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落后面貌的强烈

愿望。同时，“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也

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全面展开。但是，

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造

成重创。1962年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

展开，有效整顿了“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混乱局

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总的来

看，在这一阶段，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经历了

剧烈波动（见表1）。

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

内涵和本质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

党一直在探索怎样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剧烈波动，要求我们党的主

要领导人寻求理论解决办法和明确政策思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思

想得以产生。

（一）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与平衡

毛泽东对“平衡”的理解源于“矛盾”。在

《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

对性：“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

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

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1](p.305)毛泽东认为，

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

争。“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

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

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

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因此，“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

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

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

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

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

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

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

化中所显现的面貌”。[1](pp.332-333)这就是说，平衡

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处在相对静止状态的一

种表现，不意味着绝对的静止，而意味着事物

正处“量变”状态。反之，平衡被打破，则表明

事物正处“质变”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

泽东指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

的统一。”[2](pp.215-216)

在社会经济领域，矛盾也普遍存在，这就

意味着“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在评论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的优越性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

观点时，毛泽东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

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

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

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

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

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

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

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

条件的。”①

（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丰富内涵

超出纯粹哲学思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主

要有两个具体含义。

第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是单纯的对称

性平衡，而是综合性平衡。对称性平衡指矛盾

双方或者诸方由于正反力量或正反因素相当

形成的一种平衡，表现为矛盾双方或诸方势均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421—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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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敌、相持不下、等量齐观。综合性平衡则不

同，它是由矛盾双方或诸方协调配合而形成的

平衡，表现为矛盾双方或诸方协调一致、有机

组合、比例恰当和结构均衡。在这个意义上，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指保持国民经济的各部

门、各行业、各地区、各环节的协调一致、有机

组合、比例恰当和结构均衡。因此，保持国民

经济的综合平衡，就要实现供给和需求、积累

和消费、长期和短期、整体和局部的平衡，就要

促使国民经济中的各产业部门、各不同区域、

城市农村、对内对外经济活动的协调和平衡。

实际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选取的十对矛

盾，有多项都涉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譬如：重

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

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

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

方的关系；等等。这些矛盾反映出国民经济

综合平衡的不同侧面和维度，而保持它们的

平衡，就成为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

内容。

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一种动态平

衡。动态平衡指在运动中保持的平衡状态，不

同于静态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并不是供

给与需求、积累与消费、长期和短期、整体和局

部的绝对平衡，而是在不断运动中保持相对平

衡，即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毛泽东指出：“平

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

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

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

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

产生，不断地解决。”①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

程中，由于经常出现这种不按比例的不平衡情

况，才要求我们按比例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综

合平衡。

（三）国民经济不平衡矛盾本质上属于人

民内部矛盾

要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必须解决国

民经济不平衡的矛盾，但这必须以准确认识国

民经济不平衡矛盾的本质为前提。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特定阶

段生产关系还不完善，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相

矛盾。

国民经济不平衡的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关

系不完善与生产力发展间的矛盾。反映在意

识层面，就是对生产发展主观认识和客观经济

规律的矛盾。毛泽东认为，这种矛盾为社会主

义国家特有，是“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建设我

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

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

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必须

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

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

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

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较正

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与较不正确地反映客

观规律的人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

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

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2](pp.241、242)

国民经济不平衡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

盾，就要求我们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阶级与阶

级之间关系、集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等层面出发，

理解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在我国现在的条

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

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

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

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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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

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

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

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

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

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

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

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

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

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2](pp.205-206)

既然国民经济不平衡的矛盾在本质上属

于人民内部矛盾，那么本质上解决这一矛盾的

方法就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

评—团结。具体到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就是

要让经济决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

就是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必须从

基层一线出发，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反馈和修正

经济计划，由此在动态中实施国民经济计划，

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三、不同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

综合平衡的途径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体制下具有不同形式。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强制性地实现这

种平衡，本质上只是一种被动的供需平衡。社

会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由

经济决策部门制订经济计划，国营企业、人民

公社等微观载体实施经济计划，因而能够有计

划按比例发展，促成国民经济主动、综合平衡。

但是毛泽东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是一种绝对静态

平衡。实际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仍

是一种相对动态平衡，由此形成的国民经济增

长模式——表现为“波浪式前进”，并因而意味

着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阶段性“突击”。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平衡与不平衡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民经济不平衡

是一种常态，往往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得到暂

时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

料私人所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在现实经济活动

中，这一矛盾取得了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即资

本主义生产总在追逐利润中不受控制地不断

扩张，同时以社会大众消费能力作为支撑的社

会总需求却在不断萎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劳资双方的收入差距拉大，

而收入较低的工人难以消化大量产品，市场始

终处在一种供给侧产品过剩而需求侧消费不

振的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民经济

总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

发展到威胁整个经济体系时，就只能通过经济

危机的方式被动纠正。

对此，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

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的比例和平衡问题的观点时，毛泽东指出：

“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

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

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

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

平衡，在性质上不同。”①

（二）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

综合平衡的基础和保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

比较多地实现平衡，毛泽东认为原因在于：“社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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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

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

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

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

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①这就明确

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国民经济综合

平衡的两大基础：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

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即“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资料

公有制程度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形成一

个统一的整体，公有制性质的国营企业、集体

合作社、人民公社成为国民经济的微观载体，

这使国家可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制定计划，指导

生产，使国民经济各维度保持相对平衡。因

此，毛泽东指出：“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

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

之间的平衡……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

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

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

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

经济的优越性。”[2](pp.215、216)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地组织经济都

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但研究经济基础又必须联

系上层建筑。从上层建筑看，社会主义生产方

式之所以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关键在

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公有制经济

载体和经济管理机构。因此，毛泽东批评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淡化了党组织的作用：

“教科书把党组织放在地方经济机关之后，地

方经济机关成了头，它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

理，这就使地方党组织不能在当地挂帅。党组

织不挂帅，要在当地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

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②

（三）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

综合平衡的手段

在确立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有计划按比例

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还需要

一些具体手段。20世纪 50至 60年代，党中央

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

济”。该方针理论基础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的规律，但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本身就设

置了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问题。

对此，毛泽东进行了阐述：“我们把生产资

料优先增长的公示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

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

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 ③

“几个同时并举”的思想，实际上指明了社会主

义制度下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手段。

一是工农业并举。毛泽东提出：“我们的

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要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

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

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

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④很显然，这

里的“并举”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有关“平衡”的

辩证思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并不是等量齐

观的对等平衡，而是各方协调配合的综合平

衡；工农业并举并不是要求在工业和农业投入

等量资源，而是要让工农业形成协调配合的结

构。一方面，作为工业产品的钢铁、农业机械、

化肥农药，能够极大促进农业技术改造、提升

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农业不仅是轻工业原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421页。    ②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400—401页。    ③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171—172页。    ④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677—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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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重要来源，也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村为

重工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反过来，农业拿出一

部分劳动成果支援工业，使国民经济能够在比

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对此，毛泽东指

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

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2](p.200)

二是中央地方并举。即使在计划经济体

制中，也存在中央统一决策和地方自主决策的

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建

立后，如何发挥地方在经济发展上的自主性、

积极性，如何在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

上扩大地方自主权，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构成

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考虑的重要问

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处理中

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

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

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

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2](p.31)1957年 3月，党的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

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

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三

个草案，并从1958年开始执行。这三个文件的

中心议题是扩大地方经济自主权，包括计划

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基本建设项目审

批权、投资和信贷管理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

动管辖权。中央和地方并举实质就是充分调

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把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建立在既“统”又“放”的基

础上，一方面向地方下放管理权力，另一方面

又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这是民主

集中制在经济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既可以保证

全国重点，又可以照顾地方需要。

三是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和土洋并举。中

央和地方并举，实际上已经引出了大中小型企

业并举和“土洋”并举，因为发挥地方积极性，

就必须依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单纯依

靠大型企业和洋法生产，调动的资源将十分有

限，无法在更广的层面上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

衡。因此，毛泽东指出：“机械化要讲，但也不

要讲的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

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

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

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

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结合、

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被克服。”①

四是沿海与内地并举。国民经济综合平

衡还包括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平衡，因此，协调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成为实现国民经

济综合平衡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之

初，我国工业的 70%分布在沿海地区，内地工

业发展较为薄弱。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

系》中就指出：一方面，在增量上，“新的工业大

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

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

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

另一方面，在原有的工业基础上，“好好地利用

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

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2](p.26)

（四）综合平衡与国民经济增长模式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指明了社会主义

条件下国民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毛泽东将其

概括为“波浪式前进”，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

增长”。毛泽东在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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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时指出：“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

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

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

也就是波浪式发展。”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

泽东强调了“突击”的重要意义，认为：“根本否

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不能完

全否定突击。……在自然界中，和风细雨和疾

风暴雨，波浪的起和伏，是对立的统一。在生

产方面的技术革命，也常常发生突击的问题。

比如，一个工厂里的某一个车间，技术革新之

后生产大发展，其他车间跟不上，就需要突击。

农业生产要抢季节，唱戏要有高潮。否定了突

击，实际上是不承认高潮。”②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增长

模式的看法：这种增长模式是一种既有波峰

又有波谷的“经济周期”，因此，国民经济综合

平衡并不意味着均衡增长，一段时期的集中

投资和建设是十分有必要的。毛泽东这一看

法与 20世纪 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

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等人提出的不平衡

增长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不谋而合。对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从贫困循环和

低收入陷阱中突围，就要对某些主导产业集

中进行投资，并由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产业

部门的发展。只不过，赫希曼的观点是：如果

是政府投资，应首先投入基础设施行业，如果

是私人投资，应首先投入制造业。[3](pp.95-96)而在

毛泽东看来，重工业是非均衡增长的突破口和

爆发点——更具体地说，就是以钢铁、机械为

核心，以电力、燃料和运输为重点，围绕装备制

造业，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和能源行业，通过优

先发展重工业产业链，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都带动起来，促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思想的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

长，创造了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近年来，我

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我国的国

民经济增长出现波动。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

平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党中央也先后实施

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

内需、加强需求侧管理、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

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我

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基础和微观载体已发生很

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

的精髓仍然闪烁着理论光芒，具有重要时代

意义。

（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

略的有机结合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把国民经济平衡看作动态平衡而非静态

平衡，是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重

要内容。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的平

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在西方经济

学理论中，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对象是

社会总需求，通常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

手段干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

和净出口需求，实现通货稳定、充分就业、经

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调控目

标。对于社会总供给，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

其取决于经济体的潜在生产力水平，实施政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416页。    ②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第466—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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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干预效果并不明显。

但是，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看，供

需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而矛盾的运动必然是双

向的，不存在供给或需求单独一方的变化和运

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同时着眼于供给

和需求，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动态平衡。

习近平强调：“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

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

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

调推进。”[4](p.99)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表现为增长速度

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

期“三期叠加”。从内部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出

现三大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虚

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经济与实体经

济失衡。在综合研判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发

展新常态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

举措。这就要求从经济链条的供给端入手，主

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

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对

此，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推动高质

量发展”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第一项就是“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另一方面，受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变化影响，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经济

循环在动能上明显减弱，国内大循环的重要

性显现出来，国内需求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

衡的关键一侧。特别是新冠疫情后，受居民

收入增长放缓和未来预期的影响，我国需求

侧相较于供给侧而言恢复相对缓慢，加强需

求侧管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

愈发凸显。 [5]2023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

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

是国内需求不足”“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

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

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

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6]这表明，国内需

求不足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

盾，必须高度重视，要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

政府购买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进行管理，切实

有效扩大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

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二）推动宏观经济调控积极转向宏观经

济治理

虽然供给和需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但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就等于两者的对称性平衡。除了处理好供需

平衡，至少还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长期和短

期、整体和局部的平衡。因此，实现国民经济

综合平衡不可能是单一的供给和需求调节政

策，而是一个由多种类型政策构成的宏观经济

治理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至

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宏观层面上，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

费四个环节之间的统筹协调；社会总供给和社

会总需求之间的匹配，包括长期发展和短期增

长、消费和建设、投资和积累之间的平衡。第

二，在中观层面上，综合平衡包括产业部门平

衡、区域平衡、城乡平衡以及对内外平衡。第

三，在微观层面上，综合平衡包括各种经济主

体间的利益平衡，如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间

的平衡和国家、集体、个人间的平衡等。各个

层面叠加耦合，构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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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体系。

由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能简单地等同

于社会总供需平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

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要动态

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必须推动宏观经济

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的转变。对此，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

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

结构的关键作用。”[7](p.29)从内容上来看，我国宏

观经济治理政策体系包括七方面内容：一是宏

观政策，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成；二是结

构政策，由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组成；三是微

观政策，由市场秩序治理政策和市场主体激活

政策组成；四是改革政策，由企业和政府双向

改革政策、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推动制度完

善政策组成；五是民生政策，由就业促进政策、

民生保障政策、基本公共服务和就业政策组

成；六是区域政策，由区域重大战略举措和协

调发展组成；七是科技政策，由加强国家科技

战略力量、巩固市场主体创新地位、改革科技

管理体制等政策组成。[8]七方面的宏观经济治

理政策的覆盖面，远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治理目标是实现国民经

济综合平衡、动态平衡、系统平衡。

（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必须依靠坚实的

领导力量、制度保障和微观载体

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国民

经济综合平衡的政治保障和组织力量。党的

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分别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成为重大工

作决策机构，保障了党中央对经济领域重大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更充分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实现国民

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对制订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十五年远景目

标提出建议。中央财经委员会每季度分析研

究经济形势，每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年度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下一年度经济

工作进行安排。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不

定期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政策文件。[9]这些机制和做法对于统揽各方力

量，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有极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综

合平衡的制度保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微观载体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

展的市场经营主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

出：公有制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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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和

人民的伟大创造。[10](pp.280-281)保证国民经济综合

平衡，必须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治理

政策能否发挥作用，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能否

响应政策号召，遵循政策导向。一方面，要毫

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

大国有企业，令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承担更

多社会责任，实现更大社会功能，实现其“逆周

期调节”的作用，巩固其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中的“压舱石”“定盘星”“顶梁柱”地位。另一

方面，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民营企业，发挥非公

有制经济体制机制敏感、灵活、反应快的特点，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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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用，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风

向标”“晴雨表”“润滑剂”。[11]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中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

放以来，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原先的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变为指导性计划

为主，着眼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

和决定性作用。国民经济计划名称也调整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在规划指标

上，既有约束性指标，也有预期性指标；在规划

手段上，既强调经济手段，也包括行政和法律

措施；在规划机构上，逐步形成以党中央为核

心领导，中央财经委员会为具体领导单位，国

家发改委牵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国务

院各部委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配合

的规划编制和实施体系。当前，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已成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

平衡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国民经济综

合平衡思想的精髓为当下的宏观经济治理提

供了可靠指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

学理论被大量引入国内，以社会总需求管理为

核心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一度成为我国制订

经济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据。然而，随着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经济实践表明

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无法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

深层次问题。在理论上，这就要求宏观调控理

论转向覆盖面更广、系统性更强的宏观经济治

理理论——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恰

恰为这个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宏

观调控到宏观治理的转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典型案例，

它的政策面要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立足

统筹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

微观载体，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灵活动力，在

非均衡增长过程中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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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is leading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bou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Mao Ze-dong has studied and disseminated Marxism, leading the ideological awakening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an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Mao Ze-dong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es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revolution, which realized the leap from scientific theories to academic and social practices;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Mao Ze-dong guided and promote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ing to build the basic pattern of 
the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o Ze-dong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rough upgrading old layout and exploring new development. Summarizing and 
reviewing Mao Ze-do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ng Bo)
Re-discussing Mao Ze-dong’’s Thought on Comprehensive Balan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economic thought, 
Mao Ze-dong’s thought on comprehensive balan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cludes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comprehensively balanc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basis, the guarantee, and the means for its realization, and the growth mod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form of a 

“wave-like advance”.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Mao Ze-dong’s thought on comprehensive balan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reflects important values of the times: firstly, it is to realize the dynamic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on the basis of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secondly, it is to promote the shift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irdly, it is to provide leadership,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micro-carriers for 
comprehensive balan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rough adhering to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economic work and to 
the “two unshakeable principles”. (Zhou Shao-dong)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Led by Mao Ze-dong in the Soviet Period: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Mao Ze-dong criticized the two extreme understandings of “revolutionary-war-centrism” and “economic-construction-centrism” within 
the CPC and the Red Army. After rounds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ao Ze-dong initially formed a set of economic strategies to serve 

“revolutionary war” with “economic constructio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economic-military science, the strateg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orientation, mobilization, integration and massification. In terms of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he research method pioneered by Mao Ze-dong 
became the CPC’s practical methodology for carrying out revolutionary and economic work; his strategy provid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economic blockad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in the Shanxi-
Gansu-Ningxia Border Areas, and for the rapid recove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which enabled the people in the 
Soviet area to transform the expectation for a happy life into a beautiful reality of the New China. (Han Ling, Tang Song-nan)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Elaborating on Theoretical Struggle: Important Exposition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Theoretical 
struggle reflec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ggle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It is the basic form of proletarian struggle and a distinctive 
concept of Marxism. The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have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Centering on the central 
issue of “what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is, as well as why and how to carry out it”, they clarified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and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and basic rules for promoting the struggle. In the face of new missions,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by the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on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and the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the struggle inspire us: 
we must confront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ront, face up to and attach proper significance to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promote positive and healthy theoretical struggle with a certain direction, principles and stance. 
(Wang Wei-p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Capital Increment: A Changing Trend：：Driven by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isplacement of capital increment has triggered the accelerated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collusion betwee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leads to the dramatic imbalance of wealth distribu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global resources presents a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should thoroughly stud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egemony of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s open economy, develop limit thought to cope with the 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tech and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further enh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 a high level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We should als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the domestic cycle plays a leading role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promote each 
other. In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capitalized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empowered capital,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apital, coordinate the strateg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of win-win coope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Qiong-qiong)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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