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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论                                                  
是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新高峰

■ 张海鹏

[ 摘 要 ]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论 , 即他阐述改革开放原因、内容、原则等的一系列论述，具有丰富的

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后，在实践

中不断发展。列宁、斯大林根据苏俄（苏联）的实际，创造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既借鉴了苏联模式，又坚持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取得了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和推动了改

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特别是为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的性质、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提供了深刻指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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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回顾他一

生革命业绩，必须首推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过程中提出的改革开放决策。从 1978 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92 年南方谈话，邓小平

阐述改革开放原因、内容、原则等的一系列论述，

可以概括为改革开放论。改革开放论是社会主

义学说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

过的，是列宁没有说过的，也是毛泽东没有说

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

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实践的历程

（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般原理及其

运用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

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资

本论》论证的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揭

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

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陷入了社会生产与资本

主义私人占有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冲突性，

表现为个别工厂生产活动的组织性与全社会生

产的无政府性，更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

对抗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

的必然灭亡，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为共产

主义所代替。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

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发现了人类历史的一

般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步到奴

隶社会，再进步到封建社会，进一步进步到资

本主义社会，再进步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

党宣言》用宣言式的论断语言写道：“现代的

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

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

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

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1］“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

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

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

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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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1］“无产阶级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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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组织

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

地 增 加 生 产 力 的 总 量。”［2］1882 年，《 共 产

党宣言》出版俄文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

里写道：“《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

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3］马克思、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

的情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

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

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4］恩格斯说：“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

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起这

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

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

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

才能。”［5］

邓小平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要求坚信马

克思主义，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

发展的规律。他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

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

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

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6］

以上说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

1872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德文版《共

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也是第一个再版序言）

中指出：“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

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

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

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

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7］显然，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42 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2 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8 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3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83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82-383 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社会主义分为一般原理

及其实际运用，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对一般原

理的实际应用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当

然，不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还是科

学社会主义的实际运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

部分。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

恩格斯在 1847 年作出了判断。对于无产阶级革

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恩格斯回答不

能。他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

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的问题

时，恩格斯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

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

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

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

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

制。”［8］恩格斯还说，通过革命，无产阶级将

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

财产。“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

成为可能的了。”［9］恩格斯这些实际运用的设

想，是在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前提

下，针对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作出

的，还需要社会生活的检验。后来的马克思主

义者对这些设想有的否定了，有的接受了。

（二）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运

用及其发展

恩格斯预计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英国、

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同时发生。这是因为

这些国家工农无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占国家人口

的多数，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高度。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

国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

马克思未曾经历过的。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发展

绝对不平衡规律，在 1917 年 10 月领导了俄国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突破了一国不能单独实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87、685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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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预判。列宁领导的俄共（布）

认识到，俄国虽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

资本主义生产力远比其他欧洲国家落后，无产

阶级人数只占俄国人口的少数，俄国人口中的

大多数是小农。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的苏维埃政权，对资本家和地主实行了暴力剥

夺，但不可能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可

能立即消灭小农，不可能立即提高社会生产力。

列宁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

过渡时期的理论，“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

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1］。1918

年 4 月，依据这个理论和当时俄国国内形势，

列宁提出了“暂停”向资本进攻，在苏维埃政

权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设想，提出了向

资产阶级学习、与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协议的

想法。由于多个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干涉苏俄内

政以及国内战争，这项政策未及实施，就被“战

时共产主义”政策代替了。所谓“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是为了保证前线作战和最基本的工业生

产需要，对全体农民实行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

不是“暂停”向资本进攻，而是加强了进攻。

1921 年内战结束了，苏维埃政权站住了。但是

农村凋敝了，农民自身的生活难以维持，交通

瘫痪，不能提供城市工人阶级的需要，工业生

产无法继续，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法迅速建立。

在苏维埃政权极为困难的时刻，列宁毅然

提出了用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 1918 年的设想）

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谓新经济政策，

大略包括：第一，用实物税（粮食税）代替余

粮征集制，这样农民除了按规定交纳粮食税，

余粮可用于市场交易，可容许自由贸易，按列

宁的说法，“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

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2］，“必须让

各地的农业和各地的工业在当地范围内有一定

的流转自由”［3］，这就是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促进市场流通，发展工农业生产；第二，实行

［1］《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4 页。　

［2］《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4 页。　

［3］《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56 页。　

租让制，“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合同”，“社

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工厂、原料、矿山

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

租借者的身份，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事

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

给社会主义国家”，“租让是一种国家资本主

义”［4］，“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

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

量”［5］；第三，列宁认为，为了发展社会主义

生产，“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

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不要

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

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6］列宁认为：“只要

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

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

可以害怕的。”［7］同时，列宁也指出：“无产

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

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

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

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

条件。”［8］事实证明，新经济政策迅速改变了

苏俄农民的生活状况，也改善了城市工人阶级

的生活状况，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的建立。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主持了联共（布）、

共产国际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斯大林担

心苏维埃政权下，约占国民经济 20% 的资本主

义坐大，采取了与列宁不同的政策。按照斯大

林在 1936 年的总结，1921-1924 年是新经济政

策的第一个时期，1925-1936 年是新经济政策

的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在某种

程度上活跃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新经济政

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

中完全消灭的时期”［9］。显然，斯大林用他主

［4］《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150 页。　

［5］《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第 220 页。　

［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第 228、234 页。　

［7］《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第 233 页。　

［8］《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66 页 。　

［9］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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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期否定了列宁主持的新

经济政策的活跃期。斯大林认为，到 1936 年，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增加到战前 6 倍多，农

业方面，在 1929 年开始了向消灭富农的政策转

变，1936 年已经形成了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

国营农场体系，结论是：在苏联，“社会主义

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人

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

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

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1］在斯大林看来，

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社会主

义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规律不是价值规律，

而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这个规律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

价值规律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对生

产起调节作用。［2］我们看到，重、轻、农的国

民经济发展序列虽然对苏联建设以重工业为基

础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未能从社会

生活上体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在苏联社会经济结构上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性，

对苏联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造成了

严重影响。

（三）新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

探索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时

候，世界上只有苏联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经验。苏联采取的是消灭资产阶级（包括富

农）及其政权，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保障计划经济、重工业先行、农业集体化等社

会主义建设措施。新中国在政权建设上没有采

用苏联经验，而是采取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政

策，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

成立初期在工业经济建设上向苏联学习，在国

民经济布局上是重、轻、农序列发展，但在农

业发展上与苏联不同。苏联采取没收一切土地

为国有土地，中国先采取土地改革方式消灭了

［1］《斯大林文集》，第 102 页。　

［2］  参见《斯大林文集》，第 613 页。　

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个人土地所有制，

又通过合作化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新中国

采用了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没有采用消灭资

本主义经济的手段，而是国有经济为主，多种

所有制并存。1956 年通过公私合营对民族资本

家实施赎买政策，使资本家阶级转变为劳动者，

多种所有制和平地转变为单一所有制。

1956 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民

经济各部门进行了认真调研和思考。在此基础

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农、轻、重

的发展序列意见，也对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作

了思考，提出了改进苏联模式的措施，提出了

四个现代化的主张。这些探索很有意义。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对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进行的“第二次结合”作了高度评价。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导致社

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未能抓住社会主义经济

规律，更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破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在中

国的发展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论是决定

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全党在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认

识上大进了一步。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邓小平实际主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 1992 年南方谈话，

他从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出发，作出了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

决策。1978 年以来 40 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

些论述和决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正确的。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内容

极为丰富，笔者把它概括为改革开放论。改革

开放论主要包括如下观点：中国还处在社会主

义发展的初级阶段［3］；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

［3］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9-380 页。　



63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论是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新高峰

发展社会生产力［1］；社会主义将要比资本主义

优越［2］；要富的社会主义，不要穷的社会主

义［3］；社会主义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社会主

义经济要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4］；为

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一心一意搞建设［5］；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6］；对内搞活，对

外开放，就要学习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所积累起来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7］，就

要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

段［8］；所谓改革，既改革经济体制，也改革政

治体制［9］；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10］；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

方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全盘西化［11］，而是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2］，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3］；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就是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

［1］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6、130 页。　

［2］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82、1183 页；《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1 页。　

［3］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40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116 页。　

［4］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0-111、142、195 页。 　

［5］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56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1 页。　

［6］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8-79 页。　

［7］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7-168 页；《邓

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765 页；《邓小平

文选》第 3 卷，第 44 页。　

［8］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6 页；《邓小

平年谱（1975-1997）》（下），第 1006 页；《邓小平

文选》第 3 卷，第 148、367、373 页。　

［9］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76、177、237 页。　

［10］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第 1347 页。　

［11］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95、240 页。　

［12］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4-165 页。　

［13］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81、207 页。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等等。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论，是根据邓小平关于

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概括出来的，具有内在

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单独强调其中某一项，都

不足以体现邓小平改革开放论的完整思想。在

实际决策过程中，突出某一方面是必要的。如，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突出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针对“左”的思潮，

突出强调开放发展，强调发挥市场作用。

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论的指导下，在根

据这一思想作出的一系列决策作用下，我国社

会主义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有

了很大的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1982 年为 5373 亿元，比 1972 年

增长超 1 倍。1992 年为 27194 亿元，比 1982 年

增 长 超 过 了 5 倍。2002 年 总 产 值 为 121717 亿

元， 比 1992 年 增 长 近 5 倍。2012 年 总 产 值 为

538759 亿元，比 2002 年增长近 5 倍。这就是说，

1982 年到 2012 年的 30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

每个 10 年都比上个 10 年增长约 5 倍。中国社

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增速在世界上是无出其右的。

这是纵向比较。从横向比较，2000 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 10 万亿元，超过意大利。2005 年

达到 18 万亿元，超过法国。2006 年达到 22 万

亿元，超过英国。2007 年达到 27 万亿元，超过

德国。2010 年达到 40 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5］以上数据表明，在邓小

平改革开放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

资本主义，更加体现了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

展上的优越性。历史证明，邓小平说的“坚持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6］，是经过

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对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生

产力是有效的、正确的。

三、改革开放论的理论意义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论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

［14］ 参 见《 邓 小 平 年 谱（1975-1997）》（ 上）， 第

496、502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 页。　

［15］  参见《张海鹏精选集》，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4 年版，

第 269 页。　

［1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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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它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发展了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从而推进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

认识，增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共产主义奋斗

的信心。对此，笔者试图作两方面的分析：如

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资本主义。

（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将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固

有矛盾后作出的判断，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的基本点。但恩格斯预判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未能成为事实。我

们至今无法知道这些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

生社会主义革命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唯

一知道的是不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在

十月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以及工业经

济更为落后的中国在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建设社

会主义的历史。

列宁在 1918-1919 年根据俄国资本主义不

够发达的现实，提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认为这个过渡

时期的经济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

生产和共产主义”［1］，俄国要“暂停”向资本

的进攻，要建立国家资本主义［2］，要向资本家

学习管理经济。他说：“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

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

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

阶段上停滞不前。”［3］1921-1924 年的新经济

政策就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实施的。列宁没有

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不能断定这个过渡

时期的时间范围，也没有明确国家资本主义实

行多长时间。斯大林从列宁去世就开始主持苏

联的建设工作，上任伊始就重新开始向资本进

攻，把 1925-1936 年的新经济政策第二个时期

定为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时期，并在 1936 年宣布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以后，苏联就宣

称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随后戈

［1］《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第 154、155 页。　

［2］《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8、168 页。　

［3］《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239 页。　

尔巴乔夫屈服于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

济压力，改变苏联体制，苏联解体，苏联模式

的社会主义终止。这证明，苏联领导人并没有

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鉴于苏联的教训，

在思考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经历

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的

概念。比如，他在 1985 年会见外宾时说：“社

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

历史阶段。”［4］党的十三大阐述了中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说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需要上百年时间，

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一再强调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

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

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

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

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

以轻心。”［5］

社会主义处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

社会主义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认

识，超越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超越了

斯大林关于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也是一个科学认识。我们要富的社会主义，

不要穷的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

义，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重大发展。新中

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取

得了重大进展，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巩固之后，未能坚持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路线，

是一个教训。苏联则是另外一个教训。苏联宣

布建成社会主义，又宣布是发达社会主义，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明显缺乏动力，而且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

国防军事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有明显缺失，

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失衡，人民生活改善动力不

足。一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四周资本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6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9-3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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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包围下，早早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

表现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表现出对社会

主义社会应当长期坚持发展生产力认识的失误，

表现出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

性、艰巨性甚至反复性认识的失误。

（二）如何认识资本主义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

的另一面。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即大规模的现

代化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胎里产生、形

成的。但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是和平

长入方式，而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

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把生

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并组织

大规模社会生产，使社会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对于现代化生

产方式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和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如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建

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

器，面对社会生产的落后局面，从发展生产力

的方面说，是否要容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

定范围里存在，是否要借鉴资本主义社会长期

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就变成

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

治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手段不能完全等同。

《共产党宣言》一方面明确共产党人的理论概

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同时指出“资产

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

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

要多，还要大”［1］。恩格斯补充说，所谓消灭

私有制，并不是立即消灭私有制。［2］而且，资

本主义创造的工业生产方式、银行融通、交通

体系、市场经营手段、公司制和股份制、城市

治理方式和社会监督管理方法以及科学技术等，

都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产物。“消灭私有制”

是消灭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转变为

社会公有制，不是消灭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手

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要充分利用这些生产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6 页。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85 页。　

手段，以达到社会产品逐渐丰富、极大丰富。

列宁意识到这一点，斯大林拒绝这种意识。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刘少奇等较早意识

到这一问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正式提出这个

问题。早在 1979 年，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也

可以搞市场经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

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

本主义”［3］。这个观点，在当时很多人是不理

解的。1981 年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至于管

理方法、科学技术，则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之分，资本主义在管理方面好的东西，社会

主义也可以用。”［4］1990 年邓小平指出：“我

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5］

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系统阐述了这

个观点，指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

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

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

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

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

法。”［6］1992 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目

的在于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

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

律的要求。［7］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8］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

一步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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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6 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765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4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7］《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781 页。　

［8］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人民日报》2013 年 11 月 16 日。　



66

党 的 文 献
LITERATURE OF CPC

2024 年第 4 期

发挥政府作用。［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

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2］。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

度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运行

体制，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曾有过的，也是世界

资本主义经济不曾有过的。它不是自由资本主

义时代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是垄断资本主义

时代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结合起来、交相为用的经济运行模式。这种模式，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中国共产党

坚强有力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5 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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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　

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是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机器与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优点结合起来的创

新模式。它用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大

贡献。

邓 小 平 说， 我 们“ 解 释 了 什 么 是 社 会 主

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

话”［3］。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里的新话。邓小平说，我们

“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

东”［4］。不仅没有丢，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他

们的理论，这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研究员，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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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1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