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文章  

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历史考察 

作者：张爱茹

文章来源   《党的文献》 2005年第6期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一个影响和带
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这个“大政策”,贯穿于他领导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伟大实践
的始终,也贯穿于他的理论思考的始终,并在实践中将共同富裕思想升华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本质要
求。如今,共同富裕日益成为各阶层人群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搞清楚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
来龙去脉,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理解党面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不仅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从恢复按劳分配到允许“先富”——“大政策”是怎样提出来的 

    (1975—1978年)从1975年领导全面整顿开始,邓小平同“四人帮”在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
不要实行按劳分配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四人帮”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和资产阶级法权,这
年3、4月间,张春桥、姚文元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
文章,更是从理论上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说按劳分配原则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一极左思想的要害就是不要发展生产力,搞平均主义。 

    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思想,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而明确提出恢复
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6月,他在上海同当时的市委书记马天水谈话时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
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
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1 8月,他在国
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时指出:“如果不管贡献
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
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2 11月,已经定稿的《工业二十条》根据邓小平的
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在现阶段,按劳分配是“基本适合
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3但是,这个文件因为他领导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而未能下发。粉
碎“四人帮”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摆在我们党和国家面前的突出困难是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根
本解决。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怎样才能更快地使国家和全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这些我们过去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没有搞清楚、更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日益凸现。1977年8月初,邓小
平刚刚复出不到一个月,就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时重新提出了按劳分配问题。他说:“应该
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现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东西,强加给毛主席,说按劳
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五十元工资加到一百元,加到两百元,也变不了资产阶级。”4 9月,他
指出:“现在,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5 11月,他强
调:“按劳分配问题过去解决不了。现在看来还得按劳分配,必要的物质鼓励还是得要。”6此后,他多次
强调:要恢复过去在物质鼓励方面行之有效的政策,如恢复奖金制度、恢复稿费制度等,要真正搞按劳分
配。“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7对待作为独立个体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来说是这样,
那么又应该如何对待一个集体呢?邓小平提出所应坚持的原则是一样的,这就是要鼓励哪怕是一个生产大
队、一个生产队根据自身条件思考怎样提高产量、怎样开展多种经营。“这样,发展就快了。搞得好的,
国家不要挖它的,而且要给予奖励。这样鼓励它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生产能力。”“这对社会
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8他申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
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
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9“社会主义要
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0总之,“我们一定
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
些。”11恢复按劳分配原则,立刻遇到一个问题:我国地区、城乡、行业之间的客观条件千差万别,整个经
济的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在全国人民走向富裕的进程中,总是有先有后、
有快有慢。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国情。怎么办?这就要求进一步破除过去在分配上吃“大
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做法,进而明确一种新的认识,提出一种新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9月20
日,邓小平在天津考察时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明确而响亮地提出了“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重要
思想。他说:“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
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12毛泽东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出过这一思想,笔者从
目前所见文献中没有查到,但邓小平在这个时候重新提出并突出强调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符合当时我国
生产力发展实际的。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
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
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
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3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讲话的重心是在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还没有提出“共同富
裕”的确切概念,但其含意却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为了引起
与会者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
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14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重点明确的思路中,邓小平心中仍然有一点特别清晰,这就 
是“差别不能太大”、“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起来”。 

二、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两极分化——根据改革初期的实践对“大政策”的进一步思考(1979—1984
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并提出了发展农业
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
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15 

    “大政策”从1979年开始率先在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地区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配套实施,逐步打
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们被压制多年的致富冲动被焕发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
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走上富裕之路。紧随其后,政策的效力迅速扩展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
区、沿海开放城市和一些先行改革的试点企业和城市,形成了有相当气候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1980年7
月,为大好形势感到欢欣鼓舞的邓小平感慨地说:“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
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
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16 

    当改革的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之际,1983年1月,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
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
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他明确提出判断新办法好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助
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还说,几年的实践证明,“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7 

    新办法的实施,不仅仅触及到了“按劳分配”的问题,也开始冲击人们的一些传统观念。例如,安徽出
了个“傻子瓜子”,其雇工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怎样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一新情况,引
发了争议。邓小平在1984年10月表态说:“雇工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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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
吗?”18随后,他又说:“目前,有的雇工达二十人,有些同志就着急了。我说,不要着急,这只是个别现象,
不必改变现行的政策,过几年再说。”19看得出,这时候邓小平着重强调的是这些现象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一面,而经济发展才是“改革的大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服务这个大局的。由此,动不动“傻子瓜
子”,就有了象征意义,不单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一种战略性的考虑。但在邓小平的思考中,
问题还有另一面,这就是这个时候不动并不是永远不动,而是过几年再说,这也意味着这个问题早晚需要正
视、解决,关键看实践发展的需要。 

    事实上,在实施这个“大政策”之初,邓小平心里还有一本账,即“先富”、“共富”问题与改革大局
密切相关,更与我们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早在1981年12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
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20伴随着80年代中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过程,贫富差
距开始显现。人们开始担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会变,担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变。针对国内出现的这
些疑虑和国外的种种猜测,邓小平反复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彻底失败了;如果产
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1“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22毫
无疑问,这本账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是从不含糊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两极分化”呢?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明确的政策界定:“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
产阶级。”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
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3当然,
“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
“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4 

    经过几年的实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
次把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写进党的文件。文件指出:“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
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
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这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在解决动力、途径和实现根本目标
等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三、“共同富裕”、“两个大局”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在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后对“大政策”思
考的侧重点(1984—1992年) 

    由于政策对头,我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1984年
7206•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14922•3亿元,整整增长了一倍,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到20世纪80年代
末,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20世纪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迈进。在



这一进程中,邓小平对“大政策”思考的侧重点开始由“先富”转向“共富”。 

    1984年11月9日,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问题。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
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25 

    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要
达到的目的,他说:“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
到共同富裕的目的。”26 1986年3月28日,他又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
裕。”27 

    邓小平坚定地认为鼓励先富、扶持先富、引导先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
裕的捷径”。28但现实很快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地域环境来看,无论沿海地区还是内地
(即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都在明显地加快,但沿海省市的率先起飞带来的同内地越来越大的差
距以及与之共生共长的矛盾都凸显出来。怎样缓解沿海同内地地域之间的矛盾,怎样逐步消除地域之间过
大的贫富差距呢? 
198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第一次提出了沿海地区和内地达到共同富
裕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
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
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29一个月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
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30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考虑全面贯彻“大政策”的现实必要性。1990年4月,他指
出:“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
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
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
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31“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
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2 

    随着对共同富裕认识的深化,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第一次把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3到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又极其精练地概括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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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四、沿海帮助内地:时间和方式的初步设想——“大政策”的具体走向(1990—1992年) 

    对于何时解决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同内地之间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一直十分关注。
早在1984年11月,他就提出这个问题要“过几年再说”35,到1990年春,他又明确表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36再说,这年年底,他再次说到“将来总有一天”37要解决。 

    为什么早在80年代中期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邓小平,到90年代初都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时间
呢?一是,他想要作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支撑点的沿海地区继续先发展,特别是想让在整个80年代肩负着支
持全国改革开放重任的上海,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待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后,以更加雄厚的足够力量来帮助
不发达地区。如果过早强调先富帮后富,势必会削弱它的活力,挫伤先富地区的积极性。二是,他还要继续
通过对全国迅速变化着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作进一步的深入观察思考后,再提出成熟的意见。 

    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深思熟虑,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解决这个问
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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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他认为,在20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的经济实力更为强大,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从而已经具备了大力度帮助、支持内地发展的
条件。因此,他满怀信心地说:“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
题。”39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共同富裕,需要两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共同发展、逐步向共同
富裕过渡却是从20世纪末开始就可以做到的。沿海地区如何帮助内地,邓小平提出了初步的原则性设想: 
第一,调节分配,实行调节税。他说:“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
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40 
第二,“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
让。”41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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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五、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个大问题——对“大政策”的最后思考(1992—1993年)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经济出现新一轮
腾飞。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也引起了敌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
不安。 

    1992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上刊登的《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
经济强国》两篇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前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马克思
可能会卷土重来,而且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
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后一篇文章指出:“过去14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实际平
均增长率高出美国6•5个百分点,如果这一差异持续下去,到2010年稍过一点,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
济强国。”邓小平当然能够洞察这两篇文章的含义,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并将全
面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望而生畏”。 

    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怎样谋求更大的发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看了《参考消息》在同一
天登载的这两篇文章后,引发了邓小平对分配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
要考虑分配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43 

    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按劳分配,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启动改
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举措。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以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
关注和思考的重点转向了如何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
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44
因为这时他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的
新的经营形式的出现,分配方式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明显的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或阶层,特别是一
些人利用我国经济体制的双轨制、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经济立法跟不上、税收政策执行不力等体制上
的漏洞,非法牟取私利、积聚财富。少数人的暴富与其付出的劳动、投入的资金、承担的风险完全不成比
例,从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公正分配。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带来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的
可能性(虽然这时还远远没有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他提醒我们:“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
极分化自然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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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45
在这里,邓小平把在实现“先富”、“共富”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风险,把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的危害,讲
得清清楚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邓小平晚年对后来人的谆谆嘱托。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同20世纪90年代相比,又有了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
1859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88189亿元,2000年比1990年整整翻了两番多,经济总量、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解决收入差距
过大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的逐步解决提上了议事日程,解决这个问题的条
件和时机日趋成熟。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
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的关
系”,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
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作者张爱茹,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樊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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