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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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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的改革开放，既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传统发挥作用提供了极好机遇，也为这个古老民族追求
伟大精神复兴，创造了极好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着眼于未来更好发展而回眸过去30年，理所当然
包括了对中国发展精神因素的提炼。在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
神品质，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每一样都至关重要，弥足珍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成功因素多种多样，有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作用，有政治
和经济因素的推动，有文化和制度成因的刺激，如此等等。而“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对30年的改
革开放贡献巨大。这种因素，是中国发展的主体——中国人民身上活生生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追求，
是他们的性格、习惯和精神气质。作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争取自由幸福伟大历史进程的最近阶段，30
年的改革开放既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传统发挥作用提供了极好机遇，也为这个古老民族追求伟大精神
复兴，创造了极好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着眼于未来更好发展而回眸过去30年，理所当然包括了对
中国发展精神因素的提炼。 

  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有许多方面和层次，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这些精神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
尽相同。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思想领域最迫切的任务，是
寻找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无论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还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激发中华儿
女的爱国热情，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巩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所有这些，在改革开
放的起步阶段都特别重要。 

  进入19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速发展。伟大成就的取得，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
下，在各方面努力奋斗、开拓创新、战胜困难的结果，同时彰显了中华民族久经考验的民族性格和与
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广大普通劳动者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
原因之一；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是我们经受住国际、国内风浪考验的重要基础。前无古人的改革事
业同全球化浪潮相遇，激发了中华儿女的创新激情，也升华了古老民族记忆中的忧患意识。在复杂多
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既大胆尝试、勇敢闯关，又虚心学习、认真总结；既
在辉煌成就面前居安思危，又在风云突变之际沉着应对；既努力降低改革成本并争取更大收益，又广
泛借鉴海外经验并使之适应国情。尤其是，凭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崇高
使命感，党领导人民不仅勇敢地突破原有发展模式和习惯思维方式，而且及时地把特殊条件下的改革
成就转化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理性承诺和制度安排。这些努力和成就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
精神品质，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原先非常突出的“发展不足”问题有所缓解，而原先尚未引起
普遍重视的“发展不当”问题，一方面在有些领域更加严重，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问题也具备了更好
的物质、社会、思想和精神文化条件。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的改善而不
仅仅是生活标准的提高，关注精神生活的质量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水平，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不
仅仅是个人权利的维护，关注整体的生活意义和终极关怀，而不仅仅是局部的利益满足和价值实现。
这些变化，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精神效应，也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神条件；这些变化,既有利
于对中国的发展目标做出更加全面协调的理解，有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的发展目标达成更恰当
合理的共识，同时，也为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新的精神条件和精神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
我国各阶层人民的精神世界，他们对自己现在生活的感受和评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和理解，对未来

 



生活的期待和信心，也对我们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出了许多令人
深思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任务。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继续为人类
文明做出更大贡献，我们要大力提高中国发展的主体——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境界，以此来提高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境界。 

  在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
每一样都至关重要，弥足珍贵。 

  30年前改革开放的启动和起步，有赖于发展主体的精神力量；30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继续深
入，发展的精神动力更加必不可少。发展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主体工作动力的可持续
性。坦率说，实现和推动改革发展的一大动力，是人们的物质欲望；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
肯定合法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物质欲望人皆有之，但只有适当的、合法的物质
欲望才能推动发展，因此，发展阶段越高，越要把合法的物质欲望当作有待倍加珍惜并细心用好的宝
贵资源。在较低阶段上的发展，主要依靠物质欲望就够了，但超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就必须在物质欲
望之外发掘新的动力。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这样一种宝贵资源。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精神
文化需求既是消费者需求的持续来源，也是生产者和经营者行为的主要动机。学校教育、文学艺术、
舆论宣传等等领域工作的重要目的，就是开发和培育精神文化需求这种高层次发展动力。 

  我们既要对自身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作出解释，更要对未来的发展前景给予展望，为此，我们不仅
要关注各领域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更要发掘广大干部群众身上宝贵的人性潜力和精神品质。中华
民族古已有之的忧患意识，就是直到当今时代依然宝贵的精神遗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
归类为“羞耻文化”，把西方文化归类为“原罪文化”。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堪称“忧患文
化”，也就是《易传》所说的“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精神，乃至《孟子》
所说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意识。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
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坚定信念”。这既是对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的总结，也是对今后发展中进一步发挥这一精神因素作
用的期盼。现时代是一个“风险社会”或“全球风险时代”，在这个时代,“忧患意识”比“原罪意
识”和“羞耻意识”更为重要。把传统“忧患意识”与现代“风险意识”结合，意味着我们不仅要
“忧道”，而且要“忧贫”；不是消极地“克己复礼”，而是积极地“与时俱进”，视风险为挑战，
变挑战为机遇。 

  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的今天，发展的精神境界至关重要；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发展的精神
境界同样重要。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人民英雄纪念碑
撰写的碑文，都以一种“慎终追远”的方式诠释了新中国成立、新中国今后发展的深远意义。改革开
放以来，当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的时候，当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全体代表向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的时
候，当今年汶川大地震举国上下向地震死难者默哀的时候，当今年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向人民
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深远的精神意
义，它超越具体任务，超越特定世代，超越日常追求，而达到一个如李大钊所说的那种境界：“人生
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
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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