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月） 

   

  一 

  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 
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 
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 
。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 
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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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 
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 
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 
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 
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 
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 
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 
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 
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 
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 
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 
义胜时的谈话） 

  二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 
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 
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 
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 
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 
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 
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 
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 
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 
会要有一个蓝图。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 
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 
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 
。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 
报时的谈话） 

  三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 
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 
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 
了。 

  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 
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 
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 
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 
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 
定的。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 
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 

  四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 
着三个目标进行。 

  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 
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几年前我们就提 
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 
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 
，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 
，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 
这个任务。这不是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完成得了的。但是 
制定一个目标十分重要。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 
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 
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 
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 
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在这 
方面，严格说来我们刚刚开步走，需要思考的问题和需 
要采取的措施还很多，必须认真去做。 

  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 
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 
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 
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 
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 
了，但如何做还没有考虑清楚。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 
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 
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 
效率问题。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 
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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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 
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 
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 
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 
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 
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九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时的谈话） 

  （这是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的四次 
谈话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内容节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