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吉布尼：我们想，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多少年来，对 
美国来说是关闭的，现在要这样高速度实现现代化，真 
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 
。 

  邓小平：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 
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 
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 
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 
“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 
本主义，那是荒谬的。 

  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 
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 
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 
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 
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 
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 
。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 
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 
，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 
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 
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 
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 
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 
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 
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了这个目标，要靠我们 
的努力，靠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靠具体的措施有力， 
才能实现。现在人们怀疑，中国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目标 
，问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有什么根据。我们的根据可以讲 
有四条。 

  第一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 
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 
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 
是了不起的力量。 

  第二条，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 
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我们现 
在有二百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 
过六亿吨，只有钢才三千多万吨。总之，我们还是建立 
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第三条，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笨。有十来年，林彪、 
“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 
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 



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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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加强民主、发展民主也 
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发展民主，有人误解是提倡无政 
府主义。实际上林彪、“四人帮”的时候才是搞无政府 
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状况下不可能搞建设。你们如果是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 
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 
，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 
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 
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林彪、“四人帮 
”把这种社会风气彻底破坏了。现在北京有个“西单墙”， 
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经常闹事的人，“四人帮”思 
想体系中毒很深的人在那里活动，有的还搞特务活动。 
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尽管有错误，还是好意的，但是，里 
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体系统治着。他们搞极端个 
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青年是极少数，但是能量比 
较大。我们对这些人采取严肃的态度，是为了教育年青 
一代。所以我们提出在加强民主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 
义法制。我们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好 
的社会风尚。我们说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实现四个 
现代化，也有个条件，就是要实现安定团结这样一种社 
会政治局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放松了科学研究和教育，这方面损失是很大 
的。我们要加强科学教育事业，要发现人才，很好地使 
用人才。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只要把人们的 
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第四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 
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 
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 
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 
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 
在应该利用起来。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 
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 
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 
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 
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 
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 
大的政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 
需要解决，还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我们现在机构 
臃肿，人浮于事。比如，我们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 
是人才不够。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了，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 
，我们参加国际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 
和资金方面，也还要摸索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 
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 
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 
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 
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 
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吉：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 
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 



那末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 
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 
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 
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 
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 
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 
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 
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 
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 
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 
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 
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 
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吉：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 
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 
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 
，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 
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 
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 
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 
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 
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 
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 
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 
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 
，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 
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 
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 
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林达光：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 
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 
，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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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为什么 
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 
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 
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 
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 
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 
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 
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 
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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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 
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 
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 
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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