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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系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体系建设

陈雪娟，张　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45）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系统观念作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不仅是“十四五”规划明确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五大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强调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面对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性，全会还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系统观念，不仅是重要的实践

指导原则，对于深入总结以往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系统优化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有着同

样的重要原则地位和基础观念作用。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一种由多层次、

多因素有机结合而成的系统架构，其本身也是在辩证系统观念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中逐步

产生和不断完善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各系统间的普遍

联系和非线性反馈更加广泛深入而又迅速，更需要坚持运用和贯彻系统观念，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总目标为引领，以重要经济制度体系优化改革为切入点，深入把握经济制度体系内部各层次之间、经济

制度体系与其他制度体系之间的关联性，通过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不断强化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性统

筹，促进制度子系统各层次结构间的集成性优化，从而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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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国际国

内面临新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形势，能否及如何发挥改革开放这一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

的重要法宝作用至关重要。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新要求。为更加有效地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更加系统化的思维观念。尤其是新时代新

征程，各种系统之间的联系更加普遍而紧密、互动更加广泛而迅速，需要更加系统的思维理念和工作方

法，系统集成和协同把握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2]对于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体系这类复杂系统，作为

现代系统科学基本理念的系统观念同样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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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调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就是要十个指

头弹钢琴”[3]。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更是明确并专门突出了系统观念，将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确立为“十四

五”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大基本原则之一，还进一步提出了坚持系统观念的一系列总

体要求。[4]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确立了坚持系统观念的基本原则地位，并且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上升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5，1]

实际上，辩证的系统观念也是马克思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时始终坚持的基本思想。他认

为，在社会有机体中，存在无数个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要素，要素之间层层传递的决定作用

与层层反馈的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的动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历

史前进。经济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系统观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坚持以系统观念全面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

其他很多方面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体制

改革为牵引”[1]，为坚持以系统观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本身就是

一个多层次、多因素有机结合而成的系统架构，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综合反映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相关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

格局。[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探索过程，贯穿着鲜明的系统演化发展观念。进入新发展

阶段，新发展格局要求包括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循环更加有序、更为畅通，这对社

会再生产循环各环节的经济制度体系提出了更高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要求。而从更广泛、更深入的意义

上看，为系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建设、形成新发展格局，有必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探索过程中的实践经验，系统优化面向新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着力提

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活力和优势，为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巩固注入持续的内生活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探索过程贯穿着鲜明的系统思维和集成发展观念

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依赖于协调组织这一过程的制度体系。因为有效

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有效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尤其是所有权上作出相应的系统安排并

进行落实，这是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各种制度学派的共识。因此，制度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实

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高度认同。不过，制度作为组织和协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框架，不是

单一的规则，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即一套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对此，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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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决定》）

中，专门从系统化的制度观角度做了明确阐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

度体系。”[7]这一贯穿着鲜明系统观念的制度体系思想，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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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而无论是局部探索还是整体推

进，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都贯穿了鲜明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

谋划、整体性推进等系统观念。

历史辩证地看，中国共产党在反思“苏联模式”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践探索中，逐渐意识到在中

国搞社会主义，建立和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只有靠自身去探索实践，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

设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逐步找到并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基于这种开放性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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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瞻性思考，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过程中，提出了以“苏联

模式”为鉴，并贯穿于《论十大关系》之中，形成了一个初步又较为系统的发展思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

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转变论、综合平衡发展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

发展理论等。这些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体系构建思想的逻辑起点，[8]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认识的深

化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步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也逐步系统化。1979年 3月，邓小平[9]同志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

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

路。”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基于新的形势和发展要求，党和国家坚持全局性

谋划和战略性布局，对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在内的制度系统进行了不断创新思考和深化拓展，明确了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市场逐渐被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关于市场和市场经济，

继党的十二大提出“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商品经济阶段不可逾越”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得以明

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四大首次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并于党

的十五大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纲领的重要内容之后，党的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

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

制度；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

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制度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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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

制度；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劳动、资

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完善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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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

局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的“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各方面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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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拓展和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体系的核心基础子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改革优化了其他的重要经济制度，使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体

系的系统性日益增强。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的说明中指出：“必须从系

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1]党的二十大提出，

“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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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突出了系统观念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原则性地位，明确提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

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2]

三、全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建设需要更加系统集成的观念

经过一百多年来尤其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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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性制度框架总体上已经确立，今后的制度改革和发展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形成更加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

加坚实、更加稳固、更为有机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 [13]这正是以系统观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建设的明确表达和重要组成。当

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只有运用

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才能更加普遍而全面地揭示整体与部分、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各种联系和作

用，才能从整体上综合地、精准地集成考察事物，进而谋划和指导实践。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

需要以系统观念来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建设。在数字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下，整个

社会系统的内部和外部、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反馈更加迅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关

联性和集成性要求更加明显。聚焦现实制度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尤其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一）强化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性认识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集成性要求

坚持以系统观念为思想和工作方法，全面统筹和整体把握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的经济

制度体系，更有利于突出制度体系内部结构的整体性和有机性，进而彰显并增强其在引领整个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中的关键地位和定海神针作用。始终从整体上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方向是这一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而这一本质特征正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来保障

和引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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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是通过长期的系统探索而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层次分明、结构稳

定的有机整体。其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整个制度体

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特征。从辩证系统论的角度看，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基本经济制度整体中的一个主体层次，而分配制度

和市场经济体制则属于从属层次的制度安排。主体层次的所有制属性和结构决定了分配制度和市场

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在初级阶段的结构特点，从属层次的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服务于主体

层次。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内在地需要以按劳分配为

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配合与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内在地要求多

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单一的国有制和单一的按劳分配都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基础。[14]

“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在有机体内，存在系统

而不是零散、普遍而不是孤立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并不仅仅是单向地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两者同时会反作用于生产资料所

有制。当它们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时，就能强化这种所有制结构，反之就会阻碍其巩固

和发展。[15]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反映

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整体性认识的深化，并由此凝聚了更广泛的力量，从认识论和

力量源泉等多个方面客观强化了制度体系中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核心子系统进而整个制度系统的有机

整体性。这种“三位一体”的基本制度结构既确保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和方向的稳定性，也彰显了

其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开放发展的现实包容性，从而大幅提升了其协同整个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各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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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参与的激励作用和协同优势。而从开放的现代系统观念的角度看，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三

位一体”的小系统。这个系统构成了经济制度进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并且显然的

是，由于基本经济制度子系统的内在优势更为明显，由此自组织形成的整个社会制度系统既更为稳定

均衡，又更为灵活包容，制度优势也将更为明显：在所有权结构上既保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确保社

会性质，又更加丰富多元地提升激励效应；分配制度更具包容性和广泛性，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观更为相容；市场机制与有效发挥政府功能相结合，在保持主体活力的同时又更加稳健。无论内外部

环境如何变化，作为整个系统的定海神针，这种有机整体性的基本经济制度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发展大局，保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二）找准重要经济制度改革这一切入点

从系统观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是由众多的具体经济制度组成的，其中基本经济

制度和重要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根基和栋梁。在《决定》中，重要制度与根本

制度、基本制度同时作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全面系统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设主线更为清晰。

重要经济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

备的制度”[7]，涉及其所处历史阶段的诸多关切。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确立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

程中，探索通过工业化战略和城乡有别的二元经济体制，实现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和赶超。

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快速解决了短缺

经济问题。短缺经济问题解决后，经济发展的粗放型问题凸显，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启动。城市围绕

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通过“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

制、推动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型。伴随改革开放的深

化发展，为减轻农民负担和规范农村收费行为，推出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对农业生产者进行

直接补贴、放开粮食市场和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等促进了农民增收，精准扶贫、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等

则为城乡融合发展准备了条件。适时推进对外开放，次序推进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

心城市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提出统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从重要经

济制度切入，既能保持基本经济制度“质”的规定性和稳定性，又能保持其灵活性并回应现实条件的要

求和实践发展的需要。

重要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整体推进。为服务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推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通过允许非国有

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

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多种形式，探索实现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相

互促进、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和壮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

制结构基础。为构建和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设和完善有效激

励、流动自由、价格灵活、竞争有序、优胜劣汰的产权制度；逐步撤销或合并原有支撑计划经济体制的行

政部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组建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机构，机构部门职能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为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增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

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设施等，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

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在整体推进的过程中，重要经济制度通过制度的表达和实施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16]整

体性的重要经济制度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建设的系统推进而逐步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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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时俱进聚焦新发展阶段总目标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协同探索，不断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

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先后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新阶段。发展形势在变，时代格局和主题在变，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也需要随着阶段变

化而不断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优化调整。对此，《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4]这

体现着我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推向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续完善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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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

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1]整个新时代是一个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党明确提出要更加鲜明地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的系统观念，以系

统性思维指导实践，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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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形成和稳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

供新的强大信念和制度动力。在此基础上，不断对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在内的制度系统进行重新认识和

深化拓展，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活力和优势。

与传统封闭系统论不同，现代系统论更强调开放系统下系统内外物质和信息的交流与集成演化。

实际上，现代经济中的国际资源、国际市场与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共同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复杂大系

统。两种资源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存在密切联系，两个市场共同实现商品的实物补偿和价值

补偿。不同时期对于内外循环的发展战略组合各有侧重，这涉及国家在长期和短期内社会经济发展目

标的设定，以及对经济利益、经济安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17]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它指明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宏观布局和对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本质要求，以及经济循环

与再生产的基本逻辑和新发展阶段所处的时代背景。实际上，复杂经济系统总是在运动中实现持续发

展，而循环是复杂系统的一种重要运动形式。马克思早就提出，产业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中，资

本形态会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之间变换，其顺利实现的条件是空间并存、时间继起，即“资

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18]121，“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

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18]63，商品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中得

以实现。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

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18]117。因此，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目标，

适时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是基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优势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发展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判断。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遇巨大冲

击，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明显增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

局的突破，其本质是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及时调整重心和重点，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安全发展，对包括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在内的社

会再生产循环所有环节的畅通和相应制度体系的张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和坚实的改革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落实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我们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

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要运用辩证的系统观，从整体和部分的相互关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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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聚焦发力”[19]380。整体性是一个系统的基本特征，是发挥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能、实现系统涌现性的基础。辩证系统观反对把对象先分成几部分再综合。

基于整体和部分关系的辩证系统思想，须把对象作为整体来对待，从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的系统结构化逻辑关系中揭示系统的特征和运动规律。“双循环”一方面作为一个开放的循环

体系，内外循环相互影响，一个环节的改革在循环体系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同时受其

他环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聚焦重点问题，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打通淤

点堵点，激发整体效应”，“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既要在战略整体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

落好子”[19]380。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入手，引导生产要素朝着有利于夯实我国核心经济实力的方向流

动，构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的统一大市场，形成分配合理、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分配体系，疏浚打通经济循环中的堵点塞点，多措并举共同构建新发展格局。

（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经济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在经济领域的基础框架，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系统中资源的配置方式和

配置机制。经济体制改革在系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牵引作

用。改革开放伊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制度体系以近乎单兵突进的方式不断

变革。伴随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以重点推进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的配套改革，经济体

制改革逐步深化。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开启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的改革进程。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整体不

断拓展，但经济制度的体系性和改革的系统性都存在局限，尚未形成相应的系统协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在系统变革中的牵引作用，指出“要使各方

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

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20]整体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关乎全局，它不是某一层

面或某个方面的细枝末节的改革，而是旨在构建具有基础意义、带有根本性的完备的经济制度体系。

尤其是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仅仅瞄准某些制度环节、某个领域的单兵突进已经难以取得成效，要对

改革的整体关联性、配套性和系统性提出更高也更明确的要求。而系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体系，就是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实现多目标间、多任务间、多主体间、多环节间形成有机统筹和

动态协同。经济制度体系的每一项改革都必须置于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综合考虑经济制

度体系的整体框架，突出把握好相关改革事项的协同性、在实践中关键环节改革的配套性，使各项改革

的规划和执行能够真正有效有力地协同起来，才能使各项改革政策在目标取向上相互匹配、在实施过

程中相互协同促进，进而达到在整个改革的综合成效上事半功倍，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涌

现性和协同新效应。[21]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牵引和推进下，经济制度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积厚成势”[22]。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

来，巩固和深化这些年来我们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3]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

力；推动形成高质量开放新格局，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高质量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加

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

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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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领域改革，注重全面改革，展现了鲜明的系统观念和集成思维。

四、结语：要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系统集成性，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历史探索体现了鲜明的系统性的辩证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特点，

而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经济制度体系提出了更高的系统集成和整体协同的要求。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

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

关系。”[24]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对象的制度系统，其本身也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开放复杂大系统之中，

注定了稳定良好的制度体系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系统。而开放条件下的稳定良好就意味着，在保持

系统核心要素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要充分重视系统与外界的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等开放事

实，并且及时根据这些开放事实，不断调整和提升系统自身各组成要素及其协同机制在应对外部变化

方面的适应性，进而不断地动态保持和提升整个系统的适应性优势。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践的

角度看，这意味着在保持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相关子制度的表现

形式或协同运行机制。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在保持基本经济制度稳定

的条件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调动和拓展其他领域共同改革攻坚，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系统中各

组成部分不断完善且更加协调、自组织协同性更强，从而进一步完善制度系统、提升制度优势，共同推

进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在形成改革攻坚合力的系统优化过程中，经济力量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具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自组织功能，是启动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等联动性改革的开关，

进而形成全面改革的最大合力，冲破不符合开放系统要求的体制机制阻碍，在新的要素、新的体制机制

的协同下，推进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不断在更高层级上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涌现

性和协同新效能，并将涌现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综合效能，进而形成内生的自组织

驱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水

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更加稳固、更加灵活的制度集成系统架构下获得更可持续的系统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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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Promotion of the Building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EN Xuejuan，ZHANG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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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ystems thinking，as a fundamental idea and working method，is not only one of the five ba⁃

sic principles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pecified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but also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emphasized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fo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In view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the plenary session emphasized th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ystem integration. The 
systems thinking is not only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practice but also plays an equally important role in summa⁃
rizing p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optimiz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building for the future. Eco⁃
nomic system reform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of reform.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the economic system i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encompassing multiple levels and factors. 
It has been developed and improved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dialectical systems thinking.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 is critical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witnessing 
the increasingly extensive，in-depth，and rapid universal connection and nonlinear feedback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ccordingly，the systems thinking plays an increasing important role in grasping the as⁃
socia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levels withi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betwee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other 
systems with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s guidance and the optimization and reform of the 
important economic system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With mor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system integratio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can be strengthened，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various levels 
of subsystems can be promoted. In this way，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consoli⁃
dated. 

Keywords：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Systems Thinking；System Integration；Socialist Eco⁃
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asic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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