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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改革前沿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实践逻辑

班荣鼎

【提　要】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 实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

和谐, 也是共产党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起初的实践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建构以实现社会和

谐, 其结果是社会相对公平却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路径则是通过解放生产力 、发

展生产力,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其结果是效率提高却不能很好的兼顾公平 。十六大以来,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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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

的问题。着力于构建体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

生产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 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不二法门。就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两者的关系来看, 尽管我们

在理论上一直强调辩证统一, 但在我国社会主

义的建设实践中, 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

曾经程度不同地有所偏颇, 甚至造成了很消极

的影响。因此, 认真总结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对逐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 、 在追求 “生产关系社会

　　主义” 方面的探索　　

　　新中国建立之初, 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主

要着力于构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有人称之为

“生产关系社会主义” 。① 应该说这是有其自身逻

辑和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 这是科学社会主

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 、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就曾指出:“共产主

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 主要任务

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

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

里, 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并尽可能快地增加

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 当然首先必

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

干涉” 。② 其次,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 旧

的生产关系已经完全被打碎, 重构社会主义新

型生产关系, 是当时情势下的客观要求, 是顺

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最初的逻辑起点是革命, 革命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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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要 “打碎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旧的资产

阶级国家机器”, ① 实质就是要变革阻碍生产力

发展的生产关系, 目的自然 “是解放生产力。”②

再次, 是由中国当时社会基本的历史状况决定

的。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现实,

决定了任何改良主义的思想与实践都是行不通

的, 这是洋务运动以及康梁变法失败的根本原

因。解决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问题, 必须采

用革命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的民族资

产阶级与中国无产阶级的看法是一致的, 因此

促成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 、 二次国共

合作 。然而, 由于阶级性质及历史局限性等问

题, 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获得彻底的

独立与解放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必

然历史地落到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浴血奋战,

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基

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经过短暂的过

渡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建立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 完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

建构 。

在我国建构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目

的是要消除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现象, 让人民都

过上平等富裕的生活, 以实现社会和谐。这种

对公平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上主要是通过改造工

商业 、 推动农业合作化实现的 。毛泽东认为:

“这个问题, 只有在新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放。

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

实现对手工业 、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的同时, 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社会的

社会主义改造。”③ 中共中央 1953年 12月 16日

发布的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也提出

“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使农业能够由

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

模的合作经济, 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

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 并使农民能

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

普遍繁荣的生活 。”④ 这场制度解放与人的解放

相互促进的伟大社会变革, 在当时中国特定社

会条件下曾经一度焕发了巨大的社会活力, 形

成了强大的发展力量。一方面, 社会主义基本

价值理念初步建立起来, 并形成国家发展进步 、

繁荣富强的强大精神凝聚力。全国人民在社会

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奉献 、 艰苦创业 、奋发图强,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 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当时

非常艰难的情况下, 我们不仅建立了门类比较

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 还造出 “两弹一星”, 国

力大幅度增强, 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证。而很

多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反映较多的那

些重大的很难解决的问题, 如贫富差距问题 、

贪污腐败问题 、社会风气问题 、 社会保障问题 、

就业问题 、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 、 义务教育问

题等等, 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是解

决得比较好的 。

然而, 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毕竟带有

探索性质, 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邓小平同志

曾经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 就

是为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

在我们搞经济改革, 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年轻一代尤其要懂

得这一点 。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

设社会主义, 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 最重要

的一条,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⑤ 但在建国

初期, 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

又恰恰与我们对社会主义及其生产关系的认识

及实践的片面性有关, 而这种片面性与当时中

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首先, 建设

社会主义的条件与经典作家的设计不同, 他们

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本来应该是在生产社会化程

度和生产力水平都很高的国家实现的, 而历史

事实却是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 、中国等落后国

家由理论变为现实。尽管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不同, 但在仅有前苏联实际经验可供借鉴的情

况下,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就别无选择

地把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国有化 、 公有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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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目标, 希望借此反作用于生产力, 达到既

能够早日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又能够大力发展

生产力的目的。从实践的结果看, 某些部门生

产力发展了但总体失衡, 如工农业差别等问题

突出;消灭私有制实现了平均主义意义的公平,

但却是以民众的普遍贫穷为代价的 。当然, 这

并不是说马克思 、 恩格斯消灭私有制的观点有

问题, 而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当时还远没

有具备他们所要求的条件 。其次, 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

们对社会主义一些基本价值的判断 。社会主义

革命,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消灭人剥削人的

私有制度 、 实现社会公正为归宿的社会革命。

因此, 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程度, 是其他历次

社会革命所不能比拟的。正是这种革命的深刻

性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尖锐

性, 即资本主义世界做梦都在想颠覆社会主义

国家 。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 我们对旧世

界的批判 、 否定的力度就必须加大 。同时, 由

于社会主义革命又是历史上第一次在革命理论

的指导下进行的, 革命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事

实, 使得共产党人对理论的遵从就极容易变成

对理论的迷信, 就极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照抄

照搬 。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 我们的社会

主义者 、 共产党人对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

切东西都近乎本能地抵触 、排斥, 甚至认为社

会主义的一切都应当是纯而又纯的 、 与资本主

义的一切都是格格不入的。最终使我们在对待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无论是目的还

是手段都走向了势不两立的极端, 从而影响了

我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性认知 。再次, 由

制度革新 、 人的解放及空前热情一时间促进社

会的快速发展, 也掩盖了其自身存在的诸多深

层次的问题。这些历史的无法超越的原因, 使

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出现偏差, 并

为此付出代价。

由于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同时又

陷入了 “将生产关系等同于生产资料所有制”

的误区。改革开放前我国形成了单一的生产资

料公有制 、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 、 平均主义的

分配方式的社会及经济运行模式, 社会成员

“表面上彼此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 好像很公

平, 其结果导致社会效率低下”, ① 但 “没有高

效率, 公平也是没有经济基础, 而只能是普遍

的贫困化”。② 同时, 这种 “大锅饭” 式的 “公

平” 机制, 几乎完全排除了经济组织和社会成

员对经济利益的不懈追求的可能性, 使生产力

乃至社会发展丧失了现实的内在动力, 从而导

致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本来应该是相互适

应 、 相互促进的关系难以持续。再加上持续的

政治运动, 致使我国经济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发展缓慢甚至停滞 。

二 、 在追求 “社会主义发达

　　生产力” 方面的探索　

　　基于对新中国建立以来 30 年历史教训的

深刻反思和总结,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相对于第一阶段来说, 这个时期探索的重

点发生了重大转变, 即从着力构建生产关系转

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30 年的实践证

明,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这样的价值选择及

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由此取得的成就也是

举世公认的, 但其中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同样

也不少 。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亲自领导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

的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他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 即他所追求的也是共同

富裕的和谐社会理想。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

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

本质的一个东西。在 1992年南方讲话中邓小平

进一步强调: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

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而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

领导人不同的是, 邓小平选择的实践路径是通

过大力发展生产力, 允许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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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 先富带后富,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

特别强调 “发展生产力既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

的基本条件, 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① 邓

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实践是对前一

个时期片面性的纠正, 也完全具有历史的合理

性。首先, 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和

变革的决定力量, 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的基础 。社会主义应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

会, 应比资本主义拥有更为发达的生产力, 这

是一个 “绝对前提”,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 、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有极

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

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

次, 也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要求, 因

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首先体现在其发达的

生产力上 。如邓小平所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

家,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 就是能

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

发展, 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

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讲, 正

确政治领导的成果, 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上,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②

邓小平还指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

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

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

一些 、更高一些, 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

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没有生产

力的高度发展, 不能创造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需要的更多的社会产品, 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只能是一句空话, 也无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制度。再次, 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国情和当今时代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生

产力水平总体来讲还比较低。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里, 我国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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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间的矛

盾,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要大力推进生产力

的发展。从当今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来看, 世

界各国都把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国家之间竞争

归根到底是经济和科技的竞争, 我们也只有大

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保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来应

对这样的挑战 。

3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主要是我

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采取以下

几个方面的措施:其一, 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制, 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的生

产力发展道路;其二, 努力探索公有制实现形

式的多样化 、 推动股份制改革 、 建立证券市

场 、 完善 “效率优先 、 兼顾公平” 的分配制度

等,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其三, 在制度上保

障各种合法的利益追求, 充分调动国际国内的

经济资源, 积极引进外资 、 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 全面开掘各种潜在能量, 激发经济社会发

展的内在活力。由于总体方向正确, 各种措施

有力得当, 30年的改革开放在各方面特别是经

济领域取得的重大的成就令人瞩目, 归纳起

来,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得到普遍认同的:

第一, 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 综合国力进

一步提高 。统计表明, 1978 年至 2006 年的 28

年间, 中国的 GDP 年均增长 9.67%, 远高于

同期世界经济 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与

此同时, 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截至去年, 经济

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三。第二, 民生得到显著改

善。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加, 住房条件大大改

善。1978年至 2006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数量从 2.5亿下降到 2148万, 减少了 2.28亿

多人 。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 30%下降到

2.3%。③ 第三, 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应经济发

展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

经济国家的共识开始形成 。很多国家包括一

些发达国家, 相继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 。这表明, 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

基本确立 。

实事求是地讲, 30 年的改革开放, 在经济

成就举世瞩目的同时, 发展中的问题也相当

突出 。第一, 环境代价太大, 资源过度消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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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对世界经济做出的

巨大贡献, 其代价就是中国资源与环境的严重

损坏, 威胁着国民生存环境。第二, 贫富差距

拉大, 劳工权益受损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所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收入分配课题组, 在 18

年时间里所做的三次大范围收入分配调查结果

显示, 从 1988年到2002年,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

市的基尼系数, 差距都在拉大 。有关统计也表

明, 近 30年来, 内 、 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

超过 10%, 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

长率仅为 1%～ 3%。这些情况都说明, 劳动者

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 GDP 的增长而同比增长。

第三, 社会道德环境出现了让人忧心的状况。

近年来, 每年因信用缺失而增加的交易成本,

据估算约占当年 GDP 的 10%还多 。① 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道德基础如果出了问题, 将会使一个

社会和一个民族退化到人类文明的底线以下。

第四, 群众收入增长远远低于 GDP 的增长, 物

价水平高, 生活压力大, 安全感 、 幸福感 、 成

就感不够 。

应该说, 我们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 先富 、

后富 、共富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邓小平同志说:

搞社会主义, 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 贫穷不是

社会主义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 要建设对资本

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 但事实上不够

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 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才能理直气

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

向这个路上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这样提出的:

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

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的生

产力发展了, 效率提高了, 部分地区部分人先

富裕起来了, 而我们离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

还比较遥远。显然, 邓小平同志也是意识到这

种情况的, 《邓小平年谱》 发表了 1993年邓小

平同志与他的弟弟邓垦的一段谈话, 反映了他

晚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认为:“过去先强调

发展, 这是必须的 。现在看, 发展起来以后的

分配问题, 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 还要困难。

那么多的财富, 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 大多数

人没有, 分配不公, 导致两极分化, 如果这样

长期下去, 将来要发生大问题 。”② 如何解决在

发展中逐步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促进社会

的和谐健康发展, 是新一代中国人必须担当起

来的重要历史使命。

三 、 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

　　建设和谐社会的探索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 共产党人所追

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而选

择的实践路径则各有特点, 也各有得失 。两个

时代的探索过程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 都为 21 世纪我国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奠定坚实的

理论与实践基础做出了伟大贡献 。从理论上

讲, 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

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与 “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 是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

主义规律认识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 前两个

发展阶段从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不同侧重点的探

索, 所有的经验和教训, 使我们能够以一个更

广阔的视野审视社会主义 。从实践上说, 一方

面, 两个时代不同视角的实践都充分证明:没

有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基础所建构的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就没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没有注重建

构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仅仅满足于

埋头发展生产力, 同样也不能使社会和谐建康

发展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践基础上的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并由此实现社会的全

面和谐。另一方面,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生产力取得了重大发展, 物质财富的积累

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 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也

日益加大, 这是一个实现整个社会的科学发

展 、 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本,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显然, 改革开放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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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成就, 已经使今天逐步解决这些影响当

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的综合条件初步

成熟 。

历史跨入 21 世纪, 面对新阶段新任务, 中

国共产党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是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上的又一飞跃,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

论成果, 是中国人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纲领。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 、 全面 、

协调 、 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

强调发展生产力并规定其方向, 使发展效率

更具有实际意义, 明确了实现公平的价值追

求, 是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发展观 。首先, “科

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 离开发展就

无所谓发展观”, ① 而任何发展都是以生产力

的发展为基础的 。传统生产力理论只侧重于

回答 “发展” 的问题, 而科学发展观明确阐

明 “为什么发展” 和 “怎样发展” 的问题,

是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丰富 、 完善与发展 。

其次, 经济发展的效率只有与科学发展观相

联系才具有实际意义 。如果把发展仅仅理解

为国内生产总值 、 利用外资数额和政府税收

等的增加, 而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不

顾区域 、 部门经济关系的协调, 不顾社会各

阶层利益关系的和谐, 这样的发展模式只会

引发更多的问题 。所以, 经济发展效率只有

符合科学发展目标, 才是真正的效率 。再次,

科学发展观使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成为可能 。

只有全面 、 协调 、 可持续的发展, 才能保证

发展的效率;而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是发展的

动力, 又是公平的指针 。效率与公平统一的

实现途径是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

各项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 发展依靠人

民 、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主要措施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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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民主法治 、 公

平正义 、 诚信友爱 、 充满活力 、 安定有序 、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理念及其内涵, 是现阶段我国逐步完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目标和内容, 是树立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 。胡锦涛同志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在经济

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

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努力使全国人民学有所教 、 劳有所得 、 病有

所医 、 老有所养 、 住有所居, 推动和谐社会

建设 。” ② 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 文

化建设三位一体, 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政治建设 、 文化建设 、 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

体布局, 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新认识 、 新概括, 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的内在要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的最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思想和方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

发展观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 。科学发展观解

决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问

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先

进生产关系的根本目标, 两者的有机结合完

整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 。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 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是

中国共产党对近 60 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科学归纳 , 也是我国社会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根本保证 。

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 四中全会先后提

出 “科学发展观” 及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 以来, 我们在实践上不仅相继提出了 “绿

色 GDP” 、 “循环节约型经济” 、 “人文关怀型社

会” 、 “环境友好型社会” 、 “公平优先争取效

率” 等等更加具体的社会发展的理念,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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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了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的科学内涵;而且

连续几年下达了具有实质意义的 “一号文件”,

废止了农业税, 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费, 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一系列更加具体的亲民惠

民行动, 都是令人振奋的 。按照这样的发展理

念及其务实的行动, 我们相信, 一个民主法

制 、 公平正义 、 诚信友爱 、 充满活力 、 安定有

序 、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将逐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现实 。

本文作者:广东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 、

副教授 、硕士

责任编辑:马　光

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Sinicized

Contemporary Marxism

Ban Rongding

Abstract:How to combin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 arxism w ith Chinas so ciali st revo lution

and const ruction, as well as sinicize M arxism has the constant explo ra tion o f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since China w as founded.The development and harmony of so ciali st socie ty are

also pursu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To achieve social harmony, we adopt the practice of

const ructing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initially, but the result i s a relative fai rness and low ef-

f iciency.The practical path changed into liberating productive fo rces,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 rces and realizing the common prosperi ty af te r reform and opening up, but the fai rness w as

lost.Since the 16th National Cong res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cientif 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 as put forw ard, and the practice o f sinicizing M arxism has entered a new

developing stage.

Key words:production relationship;product ive forces;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观点选萃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

———股份制改革以后的研究综述

孔伟艳

中共中央党校 2007 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孔伟艳在来稿中指出:2009 年 1 月, 我国工 、 农 、 中 、 建四大

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 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变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本文综观

有关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今后如何深化改革的为数不多的论文, 得出结论:尽管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完成股份

制改造, 今后深化产权改革的方向仍然是产权多元化。 为了国家金融安全, 国家有必要掌握控股权, 既要有量的优

势, 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重点是提高国家股对四大银行的控制力。国有控股银行深化产权改革要循序渐进, 根据我

国的现实国情, 先采取绝对控股方式, 再过渡到相对控股, 在形成由国家股 、 法人股 、 个人股组成的多元化的产权

结构的基础上,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建成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

(赵俊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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