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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信息思想的逻辑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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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非常重视信息的价值，反复强调

信息与改革开放、信息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

点。”“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

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

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

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

落后。”仔细研究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我们就能发现，邓小平非常重视信息与改革开放、信息与现代化

建设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 

    

    一、因果关系：闭塞必然导致信息不灵 

    

    1985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在

这里，邓小平阐明了国门是否对外开放与信息是否畅通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他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之后认为， “造成信息不通”这—结果，“中国社会过去闭塞”是其根本的历史原因，二者之间存

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邓小平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对中国要发展，要与国际社会接轨就必须对外开放所作

的论述，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能从正反两方面找到事实的和理论的证据。 

    

    我国古代曾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科学技术水平都领先于西方国家，但自从17

世纪西方进行工业革命后，中国却开始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经济、国防实力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间就大

大落后于西方了，以至于被西方列强利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引航远涉重洋抵近中国国门，并用中国人

发明的火药造成枪炮狂轰中国边关。1840年以后，被外国列强轰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就逐渐沦

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上惨痛的教训证明了“闭塞”就会导致“信息不通”，就会被动挨打。 

    

    正是因为看清了中国过去这样“一个很大的弱点”，深刻总结中国经济发展不能腾飞的原因后，邓

小平提出了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他还就是否对外开放和信息畅通与否存在的因果

关系作了许多论述。 

    

    二、条件关系：开放是实现信息畅通的前提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

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

通，耳目不灵。从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明确两点：其一，不能实行关闭政策，无论是求稳定还

是要发展，都应该对外开放，“实行关闭政策”的结果就会导致信息不灵通，就会与不断变化发展的世

界形势格格不入；其二，信息对做好管理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它就好比人的眼睛、鼻子、耳朵一样重

要，如果管理工作者没有掌握信息，就好比“鼻子不通，耳目不明”一样，不可能对外界及管理工作本

身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在其他场合反复强调：不要关起门来，否则就会信息不通，睡大觉，而世界技

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灵通，是自甘落后。邓小平的这些谆谆话语，意

在告诫人们，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尤其是信息技术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今



天，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信息，如果不通过各种形式透露的信息了解外界并与外界沟通，

而是关起门来，自我欣赏地搞经济建设，无论你多么努力都是在做无用功，就像是在“睡大觉”一样，

远离“世界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闭门造车，结果必然是“脱离世界”，“是自甘落后”，始

终只能是跟着别人的影子追赶。 

    

    邓小平所作的这些论述，如果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要想与世界沟

通，跟上形势变化的步伐而不至于“自甘落后”，必须要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即信息是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的前提条件。 

    

    首先要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信息灵通的前提。邓小平特别强调说：实行闭关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

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邓小平之所以用“极为不利”来强调“闭关政策”的严重后果，指出“实行

闭关政策”必然产生信息不灵通的后果，不仅有如前所述的历史原因，而且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

段时间我们不敢打开国门的现实教训。可以说，邓小平在1990年讲的“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

通，是自甘落后”的论断继续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其次，邓小平强调做管理工作必须有掌握各种信息的先决条件，否则“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

灵”。邓小平认为，对做管理工作的人来说，信息就好像是管理工作者的鼻子、耳朵、眼睛这些重要器

官一样，没有了这些器官，管理工作者就根本无法了解外界的一切，就不可能在管理工作中做出切合实

际的准确的判断，也就有可能因为“鼻子不通，耳目不灵”而在重大决策中迷失方向。特别是，管理工

作者没有掌握作为决策依据的重要信息，就绝不可能在面对新情况时找出正确的对策。 

    

    最后，邓小平强调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获取有效信息：因为只有这样“改革开放”才会“更大

胆一些”。1989年，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

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邓小平指出：“现在

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

后，……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我

国大陆建立的一系列经济特区在短短的十余年后实现经济腾飞，起决定性作用的除了优惠的政策外，就

是经济特区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发展经济的详尽信息，一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将自己的优势作为信

息传播出去。可以说，信息的价值在经济特区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也正是充分利用了信息，经济特区

才能迅速实现经济腾飞的目标。 

    

    三、并列关系：开发信息资源与现代化建设相辅相成 

    

    在邓小平关于信息的若干论述中，“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论述是邓小平信息思想的核

心内容，也是邓小平信息思想的基本纲领。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在资源结构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发达国家逐渐将信息作为促进经济发

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来重视。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普遍兴起“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将

信息作为争夺市场控制权的根本来对待，并取得了明显成果。而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到

底能发挥什么作用，信息到底是不是资源都还是人们讨论的内容，并未达成共识，即使在经济活动中因

为信息不灵通而吃过大亏的企业界人士也仍然没能完全承认信息是重要资源。直到1984年，邓小平给

《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正式公开发表后，才对人们统一认识并明确信息

的价值指明了方向。在这个题词中，邓小平强调了三点： 

    

    首先，信息是一种资源，它就像石油、矿石一样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事实上，在邓小平这个题

词正式公开发表前，在人们的认识中，信息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但它还不能被当作可以从中取得

直接经济利益的东西来对待。可以说，人们知道信息是有价值的，但它的价值如何体现，人们还不能从

现实的利益中得到确证。也正因为有这样普遍的认识，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曾普遍承认信息是有

价值的，但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或企业管理部门，谁都没有将信息与石油、矿石等价对待。邓小平的这



个题词，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信息应有的价值如何判断的认识态度，也从此改变了长期以来人

们对信息的价值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兴起的信息产业虽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

不能完全证明人们已改变对信息价值的判断，但至少可以看出人们对信息可能给经济和社会产生直接或

间接的影响有了飞跃性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业成为越来越被投资者看好的朝阳产业，而蜂拥出

现的各种信息产业的壮大证明，人们真正承认了信息产业与其他资源一样具有同等甚至更大价值。 

    

    其次，信息作为一种可创造更大价值的资源，能否真正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开发”。邓小平强

调指出“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这表明，在邓小平信息思想中，信息不仅是资源，而且它与

其他资源一样，必须进行“开发”。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开发”的重要性，不仅因为他认为信息有价

值，还能创造比信息本身更大的价值，而且因为邓小平认为信息作为资源如果不进行“开发”，那么，

信息就会与被消极利用而浪费的土地等其他资源一样不可能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直接影响。我们可以这样

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洞察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之后，不仅直接肯

定了信息是资源，而且强调信息重在开发，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信息思想的开放性和实用性。20世纪90

年代以来直到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证明，在科学技术对经济影响越来越直接的今天，“信

息”这样的似乎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资源，谁能最先去“开发”它，谁就能掌握控制权。也就是

说，在21世纪，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谁就能在国家竞争中稳操胜券。邓小平关于“开发

信息资源”的论述，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超前的思想，而且从他一再告诫人们的话语中可以看

出，邓小平信息思想的逻辑思路是非常完整的，他在强调“开发信息资源”之后联系中国是否对外开放

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与世界同步的若干论述中，更加突出了邓小平信息思想的逻辑严密性。 

    

    最后，邓小平强调，信息资源的开发只有服务于四化建设，才能实现其价值。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开始，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明确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我国在一定发展阶段的

基本目标。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开发信息资源”的基本目标就是“服务四化建设”的总体要

求，无疑是为我国开发信息资源指明了方向。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信息价值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不难发

现，在许多国家、许多时期开发信息资源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而是将其它诸如政治的、军事的需要作为根本目的。在我国历史上，已有无数志士仁人对信息的价值和

运用信息所能到达的效果有过充分的认识，但将“开发信息资源”与发展经济直接联系起来科学并论述

二者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的，邓小平之前是否有先例找不出准确的证据，可以说，直到邓小平将开发信

息资源与搞好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阐述明确后，信息资源的价值才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1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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