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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

李 捷

［摘　要］“中国奇迹”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作用，集中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提出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主题，概括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三、突出强调“改革

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四、

大胆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束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铺平了道路；五、全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六、创造

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

局面；七、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八、强调加强

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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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在诸多领域创造令世人瞩目的奇迹，根源深植于多个方

面，但最为核心的是：成功探索并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一个伟大事业的成就，往往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深

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为我国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拟从以下八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展

开论述，以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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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准确界定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仅是理论探索的核心议题，也是实践行动的

坚实基石，对于引领国家沿着正确道路前行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历史经验深刻表明，我们党曾

经历过因错误判断发展阶段而导致的超越阶段实践，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科学把握并妥善解决这

一关乎全局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时，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对此

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总结，强调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

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

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七八

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

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①因

此，在顺利完成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明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具体

发展阶段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而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改革

的步伐稳健而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即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

阶段，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革命直接发展而来的，是“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

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更高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共产主义社会

的高级阶段”。②这种论断，曾经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理解

上的偏差，加之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往往容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把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不可逾越

的阶段设想得过短、过于简单，进而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屡屡发生超越阶段的急躁冒进错

误。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来说，

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构想，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做过有益的探索。在吃了“大跃进”超越发展阶段、违背经济

规律的亏之后，毛泽东同志痛定思痛，在读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下册的时候，他提出：社

会主义阶段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

主义，而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毛泽

东同志认为，“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

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总之，“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

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③尽管后来还发生过超越阶段的错误，但在当时能有

这样的认识，毕竟是难能可贵。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

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时，首次正式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④的科学概念，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

② 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203页。又见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3—36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④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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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

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

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

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①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首次全

面而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开辟了全新的视野和

路径。

1987年，在指导、筹备中共十三大工作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继续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

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

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②

同年 3 月，在中央报给邓小平的 《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 中提出，十三大报告全

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邓小平表示赞同这个设想，并作了批示：“这个设

计好。”③

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

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

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④报告还强调：“我国社会主义

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

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阶段。”⑤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完整地制定中国共产党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奋斗。”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大厦四梁八柱中的顶梁柱。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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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

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7页注95。

④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10页。

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页。

⑥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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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

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①

二、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概括提出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概括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是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

立以来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历程中的成败得失、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

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

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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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

本结论。”②

任何一条在现实中行得通的道路，都不是理论上先验设计的结果，更不是实践中盲目摸索的

结果，而是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如此。它必须在历史前进的

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展开拓展的向导，

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理论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保

持正确航向的指南。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

显著标识，也成为新时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主题和最大成果。

理论的深化往往源于实践的成功，而实践要想取得成功又离不开成熟理论的指引。正是基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成就，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

问题上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这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概括提出。

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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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问题上，现实走了一条螺旋式上升的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这一关键节点前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政策，即鼓励一部分地区、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推

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

新的挑战和机遇，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出发，进一步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

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呢？邓小平是这样思考的：“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

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

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

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

‘大锅饭’。”④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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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重大政策需要进行调整呢？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审慎对待、

仔细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

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

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①

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当题目出现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

困难。总之，分配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

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

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

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②

上述的论述揭示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繁荣富强的征程中，随着总体

小康目标的实现近在咫尺，建设全面小康的历史任务即将提上日程时，邓小平同志深刻意识到，

发展战略的侧重点亟需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继续解决过去存续的发展不足问

题，更要前瞻性地应对和解决因快速发展而涌现出的新挑战，特别是那些关乎社会公平、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而真正在这一战略转型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新

时期。

三、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

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改革开放的理论体系，为科学社会主

义注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新与贡献。

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科学论断。③他深刻指出：“革命是解放生

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

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

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

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④

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革新与进步的必由之路，绝非摒弃过往、另辟蹊径，而是坚实地

立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之上。改革是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又

一次伟大革命，与之前不同，这次革命不是以夺取和执掌全国政权为目的，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长期奋斗，将中国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越性和蓬勃生机。这

一过程并非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颠覆性改造，而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其内在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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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行的一次深刻自我革新与优化升级。它不仅仅局限于对经济领域原有框架的小修小补，而是

一场触及经济体制核心、引领全方位变革的根本性转型。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发挥过

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

的最为深远的变化，在于它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挣脱了众多束缚思维的枷锁，同时打破了旧有体

制的局限性，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内在动力与创造力。这一过程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仅更加开放包容，而且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为其持续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基于国情，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选择了先易后难、顺应时势的科学发展路径，指

导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切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

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

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需要一直做下去。①

历史充分证明，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要从

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

会就不会是安定的。”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源自中国农民的智慧创举，得到了党中央的高

度认可与积极扶持。短短数年间，这一制度如星火燎原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在废除人民公

社的同时，我们并未走上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巧妙地构建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体，统分结合、

双层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热情与创造力。与此同时，乡镇企

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的又一亮点。它们不仅为农村地区的繁荣与现代化进程

铺设了坚实基石，更为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途径。这一系列

变革深刻证明了，世间并无永恒不变、包治百病的良方，唯有紧跟时代步伐，勇于创新实践，方

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对此，邓小平看得很清楚。1990年3月，他提出了农村需要“两个飞跃”

的重要论断：“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

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

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③邓小平特别强调：

“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④

当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激活了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铺就了一条通

向更广泛领域改革的坚实道路。此时，将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城市，并推动全面改革的深入发展，

已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在整个改革进程中，这是充满风险与挑战但又是非走不可的关键一步。

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

险。”“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

当然小错误、中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

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如

果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成败。我们相信会成功的。我们不靠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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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

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①

为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的新形势，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

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②这一决定，深刻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

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打破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的陈旧观念，创新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全新的思想指引。随后，

中共中央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改革潮流，相继作出了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重大

决策，并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要走活改革这盘大棋，需要布好两个局，一是对内改革，也称作“对内

搞活”或“对内开放”，二是对外开放。他这样描述说：“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

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

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

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③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首创之举，

便是设立经济特区，这一决策开启了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加速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的新篇章。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经济特区姓“社”

不姓“资”，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反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效融合国际资

源、促进经济腾飞的成功典范。继经济特区之后，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以

及环渤海地区等多个重要城市相继被纳入对外开放序列，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特别是海南岛

的建省及经济特区的确立，更是将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系列对外开放

举措的深入实施，不仅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两亿多人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而且通过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程，为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破除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的种种束缚，解放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蓬

勃发展，从而全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卓越优势。在不断推进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深刻洞

察到科学技术创新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与不可估量的价值，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④他是

这样提出和阐述问题的：“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

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⑤“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

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⑥

在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与坚定支持下，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1984年10月，象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1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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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实力飞跃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正式启动，历经四年不懈努力，于1988年10月成功

实现了首次粒子对撞，标志着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性成就。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

发布 《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拉开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1986 年 10 月，中

共中央与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启动了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广为人知的“八六三”计划），

旨在集中力量攻克一批世界前沿科技难题，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宏图伟业，难免会遇到些困难波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

这段历史时期里，全球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风波和挑战，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标

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深重的困境与曲折之中。与此同时，国内环境也出现了动荡，政治

风波的发生更是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前行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和沉重的压力。在关键时

刻，邓小平以坚定的毅力，卓越的政治智慧，过人的胆识，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阻

力和困难，闯过急流险滩，使得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轮得以平稳地驶入经济增长

的主航道。

四、大胆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与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而言，1992年，无疑是有

着特殊意义的一年。年初之际，邓小平同志亲临武昌、深圳、珠海及上海等地，进行了一系列意

义深远的考察，发表了被后世誉为改革开放新里程碑的“南方谈话”。此番谈话，发表于各种唱衰

和质疑社会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的重要时间节点上，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开

放的前行之路。

“南方谈话”内容极其丰富，堪称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其中一个对

于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带有标志性和历史性的突破，就是提

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主张。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以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正是有了这个历史性突破，使

得中国的改革超越了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摆脱了社会主义传统观

念的长期束缚，阔步前行。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面临着两重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肯定社

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必然趋势的同时，邓小平同志也敏锐地预见到这一结合可能伴

随的风险挑战。这些风险主要出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在经济层面，市场机制的趋利性可能加剧腐

败滋生，拉大贫富差距；二是在思想道德层面，同样受趋利性影响，若引导不当，则易导致社会

思想混乱，道德水准下滑，为西方的“西化”“分化”势力提供可乘之机。针对这些潜在风险，邓

小平同志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成效与方向的重要标尺，

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这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论断之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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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与否的评判尺度，这不仅是判断

改革成效的衡量标准，更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深度揭示。这一标准

的提出，从根本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追求、发展动力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与资本主义

经济的根本性区别。

总的来说，邓小平在倡导社会主义亦可融入市场经济的理念时，不仅勇敢地打破了传统观念

的桎梏，提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命题，还精心构建了一个全面而周密的顶层设计框架，

他形象地称之为“配套工程”。这一工程始于对“姓资姓社”困惑的解疑答惑，以“三个有利于”

标准为破局之钥，逐步展开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科学认知，最终落脚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

蓝图，即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鼓励、带动政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这一系列逻辑演进，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路径，更是实践探索的生动写照，展现了理论创

新与实践创新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深刻体现了邓小平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

精神境界，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对党高度负责、对国家高度负责、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

忠心。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深远影响，随后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

的标志性目标，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

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创举史无前例，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创

新，更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勇于理论探索、敢于实践创新、

紧跟时代步伐的非凡勇气。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仅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

次重大飞跃，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全新启程，为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广阔空间。

五、全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在1979年12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

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地位与不可

或缺的作用，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

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

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

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在全体党员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

热爱”②活动。他还明确提出了“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邓小平指出，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

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

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② 这里的“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

境美；“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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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邓小平也警觉到了西方错误思潮渗透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在当时，这被称为“资

产阶级自由化”现象。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

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

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①总的来

说，在改革和开放继续下去的过程中，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

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②

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两手抓”的战略方

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

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

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他还指出：“在整

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

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④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党中央精心构建了一系列“双轨并行”的战略布局，即坚持改革开

放与惩治腐败并举，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齐头并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提升。1986年

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会上郑重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

的决议》，决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强大精神引擎，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同时决议强调，必须

坚定不移地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确保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以此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繁荣。

六、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

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三件大事之一。在毛泽东、周恩来

等杰出革命家不懈奋斗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务实的政治智慧，面对现实，

勇于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国两制”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在于，允许在

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祖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澳门、台湾则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

不变。“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不仅是邓小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中国内部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存开辟了新路径，更为全球

范围内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和地区冲突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1984 年 2 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正式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谈

话的重点是解决台湾问题，并推广到香港问题的解决。他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

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

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2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2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14



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

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后，邓小平明确对“一国两制”作了严格的界定和阐发。1984年

6月，邓小平在与香港人士交流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

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

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

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②针对一些人的担心，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

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

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

变不了。”③在这一构想的指导下，我国相继实现了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海峡两岸关系也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香港回归的路程并不平坦。在解决香港顺利平稳回归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两条原则。

第一，对于“港人治港”，他强调“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

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

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

们爱祖国，爱香港。”④

第二，对于“一国两制”，邓小平明确指出：“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

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

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

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⑤

在推动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业中，邓小平同样秉持着坚定的立场与灵活的策略。他反

复强调两句话，第一句是，用“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符合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共同利益

和共同愿望。第二句话是，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不能放弃用非

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

七、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无规矩不成方圆”，邓小平对制度建设高度重视，他多次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

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⑥，必须给予高度重视。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发表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废除事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5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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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克服官僚主义等问题的大

思路。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错综复杂且敏感的宏大工程，其影响面广，任何细微的变动都可能引发

全局的连锁反应，难度不言而喻。邓小平同志本着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以其卓越

的政治智慧和巨大的影响力，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设定了明确的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深

刻而重要的见解与论断。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

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

代化的实现。”①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

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②他强调：“改革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③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他提出要有三条：一是保持和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充

分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尤为注重社会主义

民主与法制建设，强调必须同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

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

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⑤

在深化体制改革与强化制度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坚持和

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

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

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⑥第二，中

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

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

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⑦第三，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

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⑧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他指出：

“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

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⑨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

体制改革……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页。

④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180、24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342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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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①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成熟满怀信心，他在南方谈话中展望未来，说“恐怕

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

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②

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

使党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领导。他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

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

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③

改革开放初期，党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继续深入清除极左思潮与帮派体系对党组织

内部的侵蚀，以净化党的肌体；另一方面，则需重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并增强党的战斗力

和凝聚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从重塑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三大路线入手，既强

化党的领导地位，又致力于改善领导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他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

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坚持。他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

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了更好

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共产党也难免犯错误，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走自己的路，

不犯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④

强化与改进党的领导，核心要义之一在于坚定不移地坚持并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坚决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性与统一性。1980 年 2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

“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

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⑤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坚持党的领导一样，

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他说：“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

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⑥

领导一个庞大的政党、治理一个地广人众的国家、引领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铁一般的

纪律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

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

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⑦

邓小平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有理想、有纪律，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

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

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24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25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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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

党员。”①

面对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带来的复杂环境，以及各类诱惑与思潮的不断冲击，中国共产党能

否在长期执政中坚守初心，有效抵御腐败侵蚀，已成为一项极为紧迫且重大的考验。邓小平同志

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深知党的作风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在正式离开党和国家领导核

心岗位之际，他发出了语重心长的嘱托：“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

了，不抓不行了。”②

邓小平同志始终将反腐败视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多次强调廉政建

设的重要性，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

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③在南方谈

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

对腐败。”④

以上，从八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今年是邓

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

思想财富，就是以他为主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

碑。”⑤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奋力夺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决定性胜利。

［责任编辑 张祥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36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⑤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8月2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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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Li jie · 5 ·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miracle has many reasons, but the most fundamental one is that it has 
opened up the socialis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ed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ed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in the social⁃
ist build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centrated in eight aspects: First,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formulate the basic li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Second,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them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summarize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and successfully open up a new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d, emphatically stress that “reform is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lead our Party to carry out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all aspects step by step, and bravely open 
the door to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Fourth, boldly break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social⁃
ist concepts, put forward that socialism can also have a market economy, and pave the way for the estab⁃
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Fifth, ful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democratic legal system to achieve all-round social progress; Sixth, cre⁃
atively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guide the smooth transition and re⁃
tur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promote a new situation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Seventh, place institu⁃
tional construction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Eighth, emphasize that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must improve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must concentrate on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ing to make 
the Party full of new vitality.

(2) On Deng Xiaoping’s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en Jinlong · 19 ·

The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a method of evaluating history by placing it in the deep historical 
river and vast historical space. Although Deng Xiaoping did not explicitly use the concept of the grand his⁃
torical perspective, the method of evaluating history contains the essence of the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
tive. The emergence of Deng Xiaoping’s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s its historical foundation, philo⁃
sophical foundation, era conditions, and subject conditions. Deng Xiaoping’s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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