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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在百年奋斗中

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 1 在当代，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独立自主的伟大探索，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是霸权冲突的大国旧路，也不是扩张掠夺的西方歧路，

而是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新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一、独立自主的内涵与表现形态

何谓独立自主？独立，是指不依赖外力，不受外界束缚 2 。自主，指自己做主，不受别人支配。 3 独立自主

是国家主权的对外属性之一。独立与自主密切相关，独立是自主的必备前提，自主则是独立符合逻辑的后果。

对某一行为体来说，独立意味着在思想、政策、组织、财务等方面对他者的不依附；如果丧失这种独立性，受

到他者的控制或干涉，不但丧失自由权利和人格属性，也必然丧失决策和行动的自主。独立常与依附、附庸、

仆从相对，自主则与盲从、迷信、教条相对。概言之，独立自主是指某一行为体在不受他者支配、束缚的基础

上享有自己做主、独立决策和自由行动的权利或表现出的某种状态。

《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经验从精神、原则、经验、内涵四个方面予以阐述，形成“1+1+3+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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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1+1”是从思维形态描述的，即“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3”

是从经验形态描述的，即“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构成这一经验的是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强调自主性、主动

性。二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是强调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三是坚持中国的事情

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这是强调决策自主、行动自主，维护国家主权。“1”是指正确处理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学习借鉴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 归结到一点，独立自主意味着坚持自信自

立，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2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的独立

自主包括思维和存在两种形态。思维形态的独立自主体现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原则与经验；存在形态的独立

自主分别体现为中国革命建设道路、外交主权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四个领域的独立自主实践。

邓小平对中国道路的独立自主探索全面涵盖了思维形态与存在形态的独立自主，重点体现在倡导思想解

放、引领道路开辟、规划战略转变三个主要方面，强调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科技上的自立

自强，同时又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争取外援相结合，将独立自主与广交朋友、融入世界相结合，将自立自强

与学习借鉴相结合，最终创立邓小平理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指导思想。

二、坚持独立自主，推动思想解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辟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型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要走上

这条道路，首要的是解放思想，恢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

“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 3 独立自主是思想解放的前提，没有独立思考，人们不

可能破除迷信，消除僵化思想的束缚，推动改革创新。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独立

自主探索也是从在认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个人迷信，思想僵化，重新提倡实事求是开始的。

一是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僵化保守思想束缚。1978年7月起，邓小平多次明确肯定和支

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

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4 “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 5 。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

亡国。” 6 邓小平将思想僵化提高到亡党亡国的程度，视作重大的政治问题 7 ，可谓振聋发聩，促人深省。

二是提出要以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一直保持科学的

态度。1975年9月，邓小平就批判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

想。 8 19 77年2月，“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

泽东思想” 9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指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

全国人民，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搞“两个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10 	

三是提出解放思想的新论断，恢复、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三次复出后，面对开创

新局面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将很大精力放在提倡树立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1978年6月，在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着重指出，实事求是“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

实问题” 11 。在邓小平看来，“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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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8页。

2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3 4 5 9 11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39、345-346、357、155、378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7 8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36-37页。

10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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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不下去。” 1 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 2 ，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

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的第一个要求是打破迷信，破除思想僵化。思想僵化表现

为条条框框，表现为随风倒，表现为本本主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个要求是要结合实际，分析新的历史

条件，提出新问题、新任务、新方针，不能当“收发室”，不能简单地照抄照转照搬。二者结合，就是在新形势

下，继续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智

慧充分地发挥出来” 3 ，“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

问题” 4 。一句话，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拨乱反正，除旧布新。解放思想是一个永不停步的历史必然，任何形

势下都需要解放思想。同时，“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必须真正解决问题”。 5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提出解放思想的新论断，恢复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因为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思

考问题，不人云亦云，随风倒，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保持实事求是作风。他不但自己坚持独立思考，还把独立

自主的精神原则运用到推动思想解放，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

三、以独立自主为原则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20世纪70年代末，摆在中国面前的是老路、邪路、新路三条道路，走哪一条道路？既需要人们作出正确

的抉择，更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不懈探索。老路，就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

重复走苏联道路。邪路，就是“全盘西化”，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新路，就是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大胆借鉴人类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手

段，探索一条新型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自

主探索首先要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摆脱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同时吸收市场经济的优点，借鉴

国外有益的东西，探索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自己的路，依靠自身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3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许多东西

是学苏联的。……但基本的经验是不成功。” 6 1987年6月，邓小平再次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7 1988年5月，他坦率指出，

“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8 中国的借鉴

之所以失败根本上是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因而，邓小平最终全面舍弃苏联计划

经济体制，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路。这既是中国的现实选择，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必然逻辑。

二是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对西方道路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

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了20

世纪80年代中期，进一步提出要旗帜鲜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 9 	

三是以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动力和目标，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坚持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形成中国特色。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式的现代

化” 10这一概念。1983年，他再次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 11 	

四是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任务和本质为前提和基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多次强调，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

1 3 5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232-233、279、163-164页。

2 4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7、381页。

6 《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9页。

7 8 9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61、248-249、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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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9 10 11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48-149、203、364、373、2-3页。

2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236页。

3 4 5 6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33、373、372页。

12《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页。

13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1 生产力方面的革

命也是革命，是根本的革命。“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

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2 另一方面，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是公

有制占主体，二是共同富裕，必须坚持； 3 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动摇的。 4 后来，

邓小平进一步将以上主张上升为社会主义本质论，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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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此，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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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五是以推动改革开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为内涵和成果，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集中体现。早在

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

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7 当然，此时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仍停留在“技”的层面，把它看

作是类似于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等积极因素，尚未上升到体制机制的层面。1985年10月，邓小平再次指出，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

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8 1987年2月，邓小平又一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9 从1990年12月底至1992年2月，邓小平多次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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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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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1。	

邓小平的主张为党和国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设计了路

线，提供了根本指导。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提出的“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中国道路的体制基础一步步夯实，方向日益明确，摸着石头过河也越来越有底气和信心。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独立自主，“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 12，“路要靠

自己走出来。自己走出来的路是最可靠的路” 13。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系统阐述了独立自主开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之路的内涵和原则。他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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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四、以独立自主为原则规划党和国家的战略转变

中国道路在当代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前者从社会制度角度界定，后者从社

会形态角度界定，都强调的是中国主体、中国本位，是独立自主精神原则和走自己的路历史经验的当代写照。

开辟中国道路需要实施党和国家的战略转变，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形成正确的战略部署。作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中国本位，对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进

行精心设计和总体规划，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引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一是实现工作中心转移，实施党和国家的战略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

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新时期战略转变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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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源于邓小平的提议：“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讨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

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 1 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变是中国共产党

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作出战略转变的重大

决策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体现，是独立自主、解放思想原则的现实展开。

二是推动放开搞活，确立改革、开放两大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新时期战略转变的基本内

涵。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后，如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呢？这就涉及到发展战略、外交战略

内外两个方面的战略，涉及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基本路线，涉及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发展战略中最根本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多次强调，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贫穷不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必须“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

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 2 。搞建设，促发

展的两个关键点是改革与开放。对内，要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把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搞活；对外，要实行开放政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管理，按国际惯例办事。邓

小平相信，这样的道路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 3 	

对内改革，首先要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从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开始。1980年5月，

面对安徽等地出现的农民自发包产到组到户现象，邓小平认为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

的” 4 。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此时，要不要允许农民外出打工，或者经

商搞副业，甚至兴办企业，成为需要突破的政策禁区。邓小平支持农民从事养殖、种植等副业。对于农村雇

工，邓小平的态度是听其自然，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缓一缓，等两年再说。 5 邓小平多次为“傻子瓜子”说

话，说不能动他。 6 这表明他支持大胆闯、大胆试，这在关键时刻为农村改革派吃了定心丸。

邓小平对改革的思路是通过放开搞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逐渐冲破旧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束

缚，循序渐进地形成新政策新体制，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闯边试边总结的方法论。放开搞活就是打破不

合理的条条框框，鼓励发展个体户、私营企业和民间经济，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民，

打破了中国农村几千年形成的农业投入过密化陷阱，使农民找到了致富门路。20世纪八十年代初，之所以出现

“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 7 的局面，就是因为给农民松绑，使农村、农业放开搞活了。	

在城市，邓小平强调要鼓励按劳分配，不能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

裕起来” 8 。工厂企业中开始实行联件计酬，定产包干，实行包产到车间、到班组。邓小平主张要扩大企业自

主权，不要卡得死死的。 9 1979年，国家经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推动了国

有企业的改革进程。 10到1980年底，“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已经达到六千多个” 11。	

对外开放是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着力点。邓小平强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耽

误了时间，阻碍了发展” 12。在邓小平看来，开放不仅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

设，还包括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 13到了九十年代，进一步扩大为按国际惯例办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邓

1 4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641页。

2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23页。

3 6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371页。

5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47页。

7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362页。

9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10  参见陈红娟：《明晰事实与统一思想—改革开放后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探究》，载于《甘肃理论学刊》2012

年第6期。

12《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19页。

13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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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第二次复出主管国务院工作后，就主张对外经济开放，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开放是有限的，但

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的基础。1979年后，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开始向全面利用外资，开展补偿贸易、外资

设厂、实行出口补贴方式等方面发展。

设立经济特区对对外开放而言是革命性的突破，其意义超过一般性的引进外资和技术。对设立经济特区

党内存在不同意见，但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他率先对习仲勋、杨尚昆在深圳等地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提

议表示赞同，不但提出以“特区”为名，还向中央提议讨论并同意试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取得

阶段性成果后，他进一步强调，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这对于澄清

疑问，坚持方向，扩大开放无疑是极具鼓舞力和支持力的。他肯定深圳的承包制和下放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对

特区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政策窗口，成为对外开放的基地等作出了战略

性的指引。他还强调要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开发海南岛和浦东，为后来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形成和海南、

浦东的大开放作出前瞻性设计规划。 1 对于合资企业等方面的意识形态顾虑或争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强

调，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 2 。	

战略部署是发展战略的路线图，邓小平提出通过“三步走”或“三部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党的十二大上提出的是第一步，即到2000年，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 3 1984

年，邓小平提出两步走，即第一步翻两番，需要二十年，第二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三十到五十年。 4 到

1987年3月，邓小平形成了三步走战略，把原有的第一步分为两步，在第一个十年即1981年至1990年，实现国

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作为第一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作为第二步。4月，他完整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5

邓小平所主张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以及一直强调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强国之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构成了新时期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方略的基本框架。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本原则的，这一原则

在经济上体现为自力更生，政治上体现为独立自主，外交上体现为维护主权，科技上体现为自立自强。邓小平

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

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珍惜独立自主权利，不做外国的附庸，也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交

流，但保持清醒头脑，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 6 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 7 。

“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

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 8 中国调整国民经济是为了应付国际变化，把国家的经济

放在更加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9 同时，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脱离本国实际，也绝不是“闭

关自守”，拒绝外援。 10我们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对外开放为辅。他主张学习和借鉴资

本主义国家有益的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认为这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 11这表明，可以将自力更生与对外

开放、争取外援结合起来，将独立自主与广交朋友、融入世界结合起来，将自立自强与学习借鉴结合起来。

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走出和平发展新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继续实行和平外交

政策，但明确提出以独立自主、不结盟为基本原则，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

其一，更加旗帜鲜明地强调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

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原则在党的八大至党的十一大的历次政治报告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表

1 3 4 5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9、79、212-226页。

2 《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24页。

6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

8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2页。

9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99页。

10  参见《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2-353页。

11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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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2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60页。

3 4 8 《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97、188-189、15页。

5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6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页。

7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

述，但将独立自主与外交政策紧密相连，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

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促进人类进步”“永远不称霸”。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

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 。除此之外，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

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2 。在邓小平看来，独立自主就是国格的

体现。他说，“国格是关系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 3 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的

精神，中共中央决定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放弃原有的“一条线”战略，拉开对美距离，旗帜鲜明地反对

苏美两霸，而不是只反一霸。中央认为，“对待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依附、屈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 4 独立

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战略，体现了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

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

其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反霸和不称霸的思想，多

次强调，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讲公道话，办公道事；中国永远不称霸，不

但不称霸，还不能当第三世界的头头。 5 	

其三，提出和平、发展两大问题，奠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中国过去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总是

担心打仗。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经过认真观察，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可以延缓，世界大战

在几年内打不起来， 6 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

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并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7 邓小平提醒，“如果当前老是强

调战争马上打起来，使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 8 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

的主张，进一步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

将对时代主题的判断由战争与革命改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对客观现实变化的正确反映，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

的理论需要。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以便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邓小平强调，“中国

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 9 	

从坚持独立自主，到反霸不称霸，再到争取维护和平，邓小平关于国际外交问题的重要论述奠定了中国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独立自主不结盟，可以使中国避免卷入大国冲突，避免重走近代以来欧洲大国

和超级大国霸权冲突的大国旧路；反霸不称霸，和平共处，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可以避免重蹈近代以来部分

大国依靠殖民扩张、霸权掠夺实现暴力崛起的西方歧路。

五、以独立自主为原则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足点。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因为始

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根本问题，“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

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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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 。无论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开辟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新境界，还是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新发展；无论是指导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还是强调“不争论”，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

标准；无论是推进改革开放，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科学分析国际形势，正确处理内外关系都离不

开以独立自主作为思想导引，以独立自主作为基本原则，以独立自主作为根本立足点。独立自主是形成邓小平

理论的根本要求，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本体论逻辑。

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依靠自身力量开辟中国道路，强调自主性、主位性、主动性，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符合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事物自己运动、事物的力量源泉在内部、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事物发展变化是辩

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世界是物质的这一哲学原理的体现，也是内因是决定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的

体现。邓小平理论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主张对外开放，争取外援，学习借鉴他者长处的思想又反映

了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发展变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条件论，即独立自主是有条件的，要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如果不讲联系，就会变成闭关自守。决定论和条件论的结合是独立自主本体论的哲学逻辑所在，是既坚持独

立自主，又保持对外开放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依据。

六、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六年来，世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今天，我们从独立自主角度，重

温邓小平的重要论述，研究邓小平对中国道路进行的伟大探索就是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与世界、独立自主与

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更好地发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解决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当前，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美全面竞争、深度博弈加剧。新形势下中西围绕独立自主

的斗争不仅涵盖在发展道路、国家主权领域，还将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制度、人类文明形态等新领域，西方大国

正在抱团结伙，企图遏制压服中国，使中国沦为西方附庸。我们必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独立自主意

识，坚持走中国道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提升综合国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敢迎接外部挑战。总之，中

国越独立自主，就越强大，越自力更生，就越能扩大对外开放，这就是新时代的独立自主辩证法。

［责任编辑   王建国］

Independenc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Deng Xiaoping Explored

Hu Zongshan

Abst rac t :  Independence is an impor tant pr inciple in bui ld ing the CPC and the PRC. With independence as 
the basic pr inciple and fundamental foothold, Deng Xiaoping made a great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 ics f rom th ree main aspects: promot ing ideological l iberat ion, leading the way and 
planning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Independence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the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mater ial ist ic world outlook, and the mater ial ontology logic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 icance to review Deng Xiaoping's d iscussion and explorat ion of Independence for cont inuing to car r y 
forward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solve the new problems of the new era 
and meet the new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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