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首页 各期目录 各期文章

文 章 搜 索

 

   文章标题 搜索

 

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理论研究——宋孔翊[2006年第4
期]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6-3-29 阅读：461次

[摘要]   在利用外资的具体思想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有许多相异之处，无论是对外资的认
识还是关于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方式方法上面，邓小平都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本文旨在
通过对他们利用外资思想内容的比较，以便我们更清楚地把握我党利用外资思想的发展历
程，从而指导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利用外资；   研究 
 [中图分类号]   A8；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6）0
4-0023-02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丰富的利用外资思想，并产生了较大的实际效
果。其后，邓小平针对70年代末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点提出了更为丰富全面而又切实可行
的利用外资方略。在利用外资方面，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积极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
他突破了毛泽东关于外资的一些消极的看法，创新了利用外资的理论，开创了新的利用外
资实践。本文旨在通过对他们利用外资思想内容的比较，以便我们更清楚地把握我党利用
外资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从事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外援对于战争取胜的重要性，其利用外资
思想形成于苏维埃政府时期。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访问时，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利
用外资及与友好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交流的愿望。在谈到利用外资的条件时，毛泽东说：
“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
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
利息。”这标志着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萌芽。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利用外资对中国工业化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
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为了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其来源“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
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
所欢迎的。”1946年6月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
示》，对于放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作出进一步
规定。“一五”时期，我国成功地从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引进资金63.4亿美元。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逐步恶化，苏联背信弃义事件后，毛泽东改变了对外资的看
法。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等人会见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时，就开始表明
了不要外援的思想。这表明了毛泽东对外资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当然这是与当时
特定的历史条件、国际环境、政治生活分不开的。但这种认识上的多元变化，极大地妨碍
了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开展。 
      二、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基本内涵 
敢于和善于利用外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关于利用外
资的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外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效手段。 
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国策。在对国际局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认
真分析、总结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经验
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来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资金严重
短缺，技术和管理落后，资源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
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外资这个大政策的确立，绝不是
什么权宜之计，而是邓小平面对世界形势发展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战略性方针。 
（二）吸收外资、合资经营，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只会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
经济。 
针对有些同志担心吸收外资会损害中国主权，会发展资本主义的顾虑，邓小平再三说明：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引外资、合资经营，
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只会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管怎么开放，不
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
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
充。”邓小平把利用外资的性质定义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而且是“有
益补充”，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的政策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发展社会生产
力的必经之路。 
（三）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的关系。 
邓小平非常重视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的关系，他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
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
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
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他还强调：“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
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
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目的是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
力，我们的建设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四）在利用外资时要注意资本的本性。 
邓小平同志提醒我们要注意资本的本性，利用外资要有鉴别，决不能无计划无选择地盲目
引进，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认为
“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为了处理好利用外资与
资本本性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抓物质文明，一手抓法制建设、抓精神文
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总之，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扫除了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对利用外资存有的各种思想障碍，推
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从“需要”到“有益补充”。 
基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毛泽东只是从中国工业化的角度认识到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
而邓小平则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更充分更深刻地认识到了
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其一，利用外资是时代的潮流；其二，利用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
的经验教训；其三，利用外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要补充。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
东的利用外资思想，而且把人们从过去对外资的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摆脱了所谓姓
“资”姓“社”的困扰，使人们对外资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是邓小平
对我国思想界的一大贡献。 
（二）利用外资的对象：从“一边倒”到“全方位”。 
由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毛泽东被迫选择了“一边倒”的利用外资策略，原苏联东欧地区
社会主义国家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国家。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上，邓小平大大地扩展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对象，并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利用
外资的重点对象国，重新确定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攻方向。 
（三）利用外资的战略：从动摇不定到坚定不移。 
在毛泽东看来，利用外资固然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化，可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
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完全可以不需要利用外资。毛泽东并没有将利用外资作为一项
战略。与毛泽东不一样，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经济由封闭内向型向外向型转
变，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利用外资就应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 
邓小平对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我党利用外资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历
程，也体现了邓小平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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