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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小平关于“不折腾”的主要文献有三篇。1980 年他重点论述 “不折腾”是对改革开
放之前 31 年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方向不能改变，改变就是折腾。
1986 年和 1987 年第二、三次论及“不折腾”时，他重点论述“不折腾”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
原则两个“不变”、而不是一个“不变”，把“不折腾”的思想与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联系起
来。结合 1992 年南方谈话，邓小平 “不折腾”思想的关键精神实质可以理解为，坚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需要指出的是，关于 “不折腾”的研究和宣传，一般只提
改革开放政策这一个“不变”、一个 “不折腾”，忽视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 “不变”、这个 “不
折腾”。这个片面理解必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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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

程中，非常重视 “不折腾”的思想，并且把它

与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联系起来。邓小平论及 “不折腾”的主要文献

有三篇，1995 年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 辑 出 版 的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

编》摘 录 了 其 中 两 篇 论 及 “不 折 腾”的 内

容〔1〕; 这表明 “不折腾”思想，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是重要的。2012 年党的十八

大首次把 “不折腾”写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

大会 的 报 告 中〔2〕，意 义 重 大; 这 表 明 “不 折

腾”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重大共识，具有统一

和凝聚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重大共识的

指导性作用。

一、邓小平关于“不折腾”的主要文献

邓小平论及“不折腾”的主要文献有三篇。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篇文

献〔3〕，是 1980 年 12 月 25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邓小平第一次论及 “不

折腾”的思想。关于 “不折腾”，他主要讲了三

个观点。 ( 1) “不折腾”是由陈云提出来的;

( 2) “不折腾”是对我国 31 年来经济工作经验

教训的正确总结; ( 3 ) 改革的步骤和节奏可以

变动，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方

向不能改变; 改变，就是折腾，就会引起广大群

众和干部的担心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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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篇文

献〔4〕，是 1986 年 12 月 30 日邓小平关于学生闹

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是邓小平第

二次论及 “不折腾”的思想。他把 “不折腾”
与坚定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联系起来。他说，如果搞

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就是再来一次

折腾，中国就没有希望;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

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
1987 年 4 月 16 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这篇文献〔5〕，

是邓小平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论及 “不折腾”
的思想。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 点，即:

“不折腾”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两个“不变”，而绝不仅仅是改革开放这一个

“不变”，并且提醒要注意纠正这种片面倾向。
这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政策和经验教

训的全面总结。

二、“不折腾”是对改革开放前经济工作的

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

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篇

文献中，关于“不折腾”，邓小平的论述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
( 一) 关于“不折腾”的提出，邓小平主要

讲了两个观点，即: “不折腾”是由陈云提出来

的，“不折腾”正确地总结了我国 31 年来经济

工作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说: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陈云提出了经济调整的方针。〔6〕“不折腾”
的主张，就是陈云在提出经济调整方针的同时提

出来的，《陈云传》对这个史料作了详细披露。
1979 年 3 月 14 日，李先念、陈云联名致信中共

中央，信的第二部分内容，是陈云起草的。陈云

写道，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

点意见: ( 1 ) 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

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 “马鞍形”。 ( 2) 国民

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 3 )

现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 4) 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比例失调

的情况调整过来。 ( 5 ) 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

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 ( 6 ) 借外债必须充

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

力。陈云所提出的不再折腾、要进行经济调整的

意见，立刻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3 月 21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确定

了经济调整的方针，并决定由陈云、李先念统管

全国财经和经济调整。〔7〕

“不折腾”思想的提出，是陈云经过长时间

反复思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前 30 年经验教训

的结果。1958 年至 1960 年 “大跃进”、1966 年

至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1977 年至 1978 年

“洋跃进”等多次大规模折腾，教训是深刻而惨

痛的。因此，陈云 “不折腾”的话一出，很快

并且持续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胡乔木、邓颖

超、万里、方毅、陆定一、陈丕显等中央领导同

志的积极响应〔8〕，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也得到了

积极的反响。
邓小平在这篇文献中说: 新中国在经济工作

方面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 “其间几经折腾，

……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陈云提出的

“不折腾”的主张和经济调整的方针， “正确地

总结 了 我 国 三 十 一 年 来 经 济 工 作 的 经 验 教

训”〔9〕。1980 年 12 月 16 日，中央工作会议高度

评价了陈云关于不折腾、要调整的意见和建议，

认为这对于我们摆脱经济领域 “左”的指导思

想的长期束缚，“对于我们渡过困难，使经济建

设走上正确的轨道，具有重要的作用”〔10〕。
( 二) 结合经济调整与改革方向的关系，邓

小平阐发了关于 “不折腾”的一个重要思想观

点，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方向，

无论如何不能有任何改变。
1979 年 3 月陈云提出 “不折腾”的想法，

一是对改革开放前 30 年新中国经验教训的总结，

二是用来说明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指导经济调

整。经过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折腾，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加之 “文化大

革命”结束之后的两年中我们没有摸清情况，

追求“洋跃进”、高指标、瞎折腾，各种重大的

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全国经济面临非常严峻

的困难局面。所以，陈云向中央提出了不要再折

腾、进行经济调整的建议。但是，当时全党对经

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很不一致，

也很不深刻”，所以经济调整方针 “执行得很不

得力”〔11〕。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发表了这篇讲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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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讲话的重点是统一认识、进一步贯彻经济调整

的方针，但是，考虑到大家担心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改变，因为经过 31 年历

史上的多次折腾后大家怕了，邓小平论述了经济

调整绝不会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

方向这个重大问题，给大家吃了 “定心丸”。他

说: “这次调整，是不是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

方针、政策呢? 决不是。”〔12〕“改革的步骤需要

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邓小

平强调，改革的步骤和节奏可以变动，但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方向，不能有任何

改变; 改变，就是折腾，就会引起广大群众和干

部的担心和害怕，他们有这种 “怕反复、怕折

腾”的心情。〔13〕

( 三) 邓小平在这篇讲话的结束语中指出，

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一

贯方针，不反复、不折腾，我们的事业一定会

胜利。
邓小平说: “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政

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这都是为了贯彻三中全

会以来的一贯方针。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

贯方针，我们的事业一定胜利。”〔14〕

三、“不折腾”是两个 “不变”，不是一个

“不变”

在 1986 年 12 月 30 日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1987 年 4 月 16 日 《会见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这两篇文献中，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

训，邓小平对 “不折腾”的观点又有了新的重

大的发展，反复论述了 “不折腾”是两个 “不

变”、绝不是一个“不变”的重要思想观点。
在这里，邓小平用 “不变”来解释 “不折

腾”是一种通俗易懂的办法。 “折腾”的本意，

就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 “不折腾”，就是不

变，不要反复无常地变来变去。他说: “如果搞

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15〕“我

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

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
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这个 ‘不变’的问

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我们要用事实

证明这个‘不变’。”“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

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

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

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

提社会 主 义 制 度 是 不 是 变 了，这 也 是 不 变 的

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
看 中 国 的 政 策 变 不 变， 也 要 看 这 方 面 变

不变。”〔16〕

关于“不折腾”，邓小平在这里发展出两个

新的重要的思想观点。 ( 1) “不折腾”，是指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这两个 “不变”。 ( 2) “不折腾”，

绝不仅仅是指改革开放这一个 “不变”，绝不能

忽 视 坚 持 四 项 基 本 原 则 和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这 个

“不变”。邓小平提醒说，人们往往只是说中国

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四项基

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种倾向

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这些变了，我们要在 20 世

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17〕

四、“不折腾”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这两个“不变”，实际上就是后来在邓小平

主持下，由党的十三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中的 “两个基本点”。1987 年 7 月 4
日，邓小平说: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

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

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第二，必须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

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我是

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道路。”〔18〕1989 年 5 月 16 日，邓

小平说: 我这一生在国内工作的参与上主要是，

“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

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19〕。
1992 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 “我们发现

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

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

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

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

头。这就不能让了。”〔20〕由此可见，邓小平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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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这个 “不变”、这个

“不折腾”，而且也一贯地同样高度重视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这个“不变”、这个“不折腾”。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说: “要坚持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

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说过去说

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

不变。”〔21〕“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

久安，就要靠这一条。”〔22〕

五、邓 小 平 “不 折 腾”思 想 的 关 键 精 神

实质

从邓小平 1980 年、1986 年、1987 年到 1992
年的思想发展历程看，其 “不折腾”的思想是

一贯的和丰富的。
1980 年邓小平第一次论及 “不折腾”时，

重点论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改革开放之前

31 年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论述经济调整与坚

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向的关系。

1986 年和 1987 年两次论及“不折腾”时，通过

对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他重点论述要

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两个 “不变”、两

个“不折腾”，而不是只有改革开放这一个 “不

变”、一个 “不 折 腾”。至 此，邓 小 平 这 就 把

“不折腾”的思想与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联系起来了。

由于到 1987 年邓小平的论述，已经把 “不

折腾”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全面而紧

密地联系起来，结合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关

于基本路线的论述，我们可以把邓小平 “不折

腾”思想的关键精神实质理解为，坚持 “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 “不折腾”的学术研

究和理论宣传，一般都没有注意到邓小平两个

“不变”的论述，只提改革开放政策这一个 “不

变”、一个 “不折腾”，忽视了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这个“不变”、这个 “不折腾”。这个片面理

解必须纠正，这是邓小平早在 1987 年就特别提

出需要予以警惕的一种片面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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