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 
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 
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 
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 
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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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 
特别了不起，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 
。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 
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 
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 
，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 
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 
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 
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现在农村还有 
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 
。毕竟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 
帮助少数贫困地方发展起来。中央对此已有部署。不仅 
是国家，还有那些好起来了的地方也可以帮助，问题不 
难解决。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 
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最近时期，我总跟外宾谈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 
连续性是可靠的。不过，他们还不大相信。这是个很大 
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 
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 
。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 
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 
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 
。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 
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 
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 
人做的。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 
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 
，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 
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 
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 
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 



。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 
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 
。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 
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 
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 
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 
，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 
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 
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 
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 
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 
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 
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 
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 
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 
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 
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 
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 
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 
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 
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 
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 
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 
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 
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 
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 
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 
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 
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 
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 
，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 
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 
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 
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 
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 
卡特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 
《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 
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 
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 
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 
”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 
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 
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 
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 
，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 
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 
？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 



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 
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 
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 
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 
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 
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 
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 
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 
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 
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 
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 
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 
，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 
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 
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 
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 
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 
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 
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 
，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 
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 
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 
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 
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 
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 
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 
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 
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 
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 
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 
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再讲讲国内问题吧。我开头就讲了，现在我们的中 
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进行工作。整个的形势很好，《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是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更加巩固吗？确实是这样。想想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时期 
，有多少时间有这么好的政治局势？我在同外国人谈话 
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 
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 
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经过四年的时间，“六五” 
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 
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 
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 
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 
超过百分之七点二，因为前三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八了。 

  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 
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 
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 
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 
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 
，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 
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 
担太沉重。一百亿美元能够办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学 
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 



的力量来办了。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百分之一。现在我 
们是捉襟见肘，要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困难 
得很。至于人民生活，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比现 
在要好得多。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 
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苏州的生活水 
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 
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第二， 
每个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学教育普 
及了，自己拿钱办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问题解决 
了，用的问题，什么电视机，新的几大件，很多人也都 
解决了；第五，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 
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还有别的，我也记不清 
了。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 
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 
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 
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 
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 
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 
治本的途径。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 
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 
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 
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 
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 
不同了。所以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从现在到二○○ 
○年，还有十六年，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 

  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 
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 
，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 
，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 
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就能实现翻两番呀 
？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 
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 
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 
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 
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 
。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 
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 
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 
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 
，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 
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 
。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 
算起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 
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 
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 
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 
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 
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 
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 
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 
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 
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 
* 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 
家水平，肯 



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 
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 
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 
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 
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 
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 
，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 
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 
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 
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 
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 
主义吗？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 
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 
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 
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 
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 
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 
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 
志有这个任务。这次的好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 
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 
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发布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这是个好的文件。 

  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 
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 
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说具体点，现在有些五十多 
岁的同志很不错，但五十几岁的人再过十年就六十几岁 
了，所以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同志讲要 
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这些年轻人选 
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他们现在经验不够，过 
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可能称职了。 
他们脑筋比较活。整党明年就要推进到基层，到各单位 
各企业，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就看 
我们能够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因为到了本世纪末， 
现在三十岁的，那时是四十几；现在四十岁的，那时也 
才五十几。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 
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说服老一点 
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整 
个形势是安定团结的，要说疙瘩比较多的，解决得不够 
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 
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 
错误。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 
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 
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 
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 
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 
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 
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 
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我 
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是四十五岁，好多同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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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年轻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 
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总之， 
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