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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瑞典模式所有制结构的异同 一、两国所
有制结构的相似点及其原因 （一）两国所有制结构的相似点 1.混合所有制结构的起点相似 虽然在时间
上有先后，但中国和瑞典都是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的。瑞典是从单一市场经济走向混合经济，即
从古典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而中国则是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走向混合经济。 具体地说，主要
表现在：（1）在所有制上，两者都是单一的所有制结构。19世纪中期，瑞典所有制只存在单一的传统
私有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力求形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
的单一所有制结构。 （2）在分配方式上，分配形式单一。20世纪30年代以前，瑞典与其他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一样实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认为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积累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按资分配是
唯一的分配形式，国家不得干预收入分配过程；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与“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
制相适应，实行按劳分配，不承认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也能获得收人，否认收入分配的差别，强调结
果上的平等，实行平均主义，国家是分配的主体。 （3）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调节机制单一。从19世
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瑞典经济运行完全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自发形
成的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的变化，自由地将稀缺资源分配给生产者，也可以自由地把商品和劳务
分配给消费者，正像马克思所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而起调节
作用的生产价格，又是由利润率与市场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
的。”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则完全排斥和否定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中央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的单一的经济运行模式。 2.混合所有制结构
的经济运行机制相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模式，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没有本
质区别。 （1）都是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混合的机制调节经济运行，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
基础性调节作用，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的差异，必然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模
式。瑞典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间道路，和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保
留了私有制的主体地位；同资本主义国家比，瑞典通过建立庞大的公共部门和强大的工会组织一定程
度上削平了贫富差距。瑞典这种独特的混合经济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公平，人们享有高
水平的福利，是福利型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而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
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力度远强于资本主义国家，能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能发展得更好。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对市场机制作用、国
家干预作用的力度和范围的把握以及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处理得还不到位。无疑，中国必将在
借鉴瑞典混合经济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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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瑞典模式比较研究》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瑞典模式的积极因素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但它并不是适合一切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应该
立足国情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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