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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回顾和思考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认清新形势，
迎接新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这一历
史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全面、准确、深刻、权威。学习这“十个结合”，我有这样几点认识。 

  必须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 

  中国国情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
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 

  建国后的前29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发生的一些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脱离
了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归根
到底是由于符合了中国的国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不断进行
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我们推进改革、扩大开放、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只有立足于此，我们才能
避免“左”、右两方面错误倾向对改革开放的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
程，在改革开放新的征程中既不迷失方向、丧失信心、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脱离实际、
急于求成、重犯过去那种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 

  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0年改革开放的
历程，就是以思想大解放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的思想启动，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把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鲜明地集中到全党工
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上来，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要求上来，
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正是通过解放思想，我们在改革
开放中不断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这是我们
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一大法宝。坚持解放思想，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把我们的思想
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
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解放思想，要落实和体现到解放生产力上，必须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来进行。当前，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破除一切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体制和做法，创新发展
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举措、创新领导方法，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
上来。 

  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
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出现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偏离了经济建设的中心，使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
建设的转移，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政策。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坎坷和曲
折。30年来，在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还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
会体制改革，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目前，虽然
我国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行列，但还不能说是经济强国。仅就经济总量来说，虽然连续三年位居世
界第四，但如果考虑到我国国土面积、人口和自然资源等因素与其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之间的对应关
系，我国同发达国家还有着很大的差距。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六个发达国家的人
口大约为6亿多，占世界人口的10%左右，但这六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为55%左
右；中国13亿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是20%，然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2007年还不到6%。在新世纪发
展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必然面临来自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国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
势的压力。要缩小差距，缓解压力，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国民经济适度的持续快速
增长，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和犹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文化和社会的
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尤其突出，必须根据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推进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建设，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 

  改革开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推进这个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当代中国，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把13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
来。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并且从新的实际出发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在30年改革开
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还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体。人民群众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
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更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奇迹的创造者，广大群众赞成不赞成、
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支持不支持，决定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前途命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
坚持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群众中凝聚力量、吸取智慧，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人民群众的充
分信赖和拥护下，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改革开放新的征程中，加强党的建设，不
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重要的，还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改革开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开放
成果由人民共享，继续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尊重人民群
众推动改革开放的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改革开放的实践，依靠人民群众的巨
大力量和集中起来的无穷智慧，夺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发展的新成就。 

  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 

  改革开放30年，是在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中不断前进的30年，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指
导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它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
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促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实践，必然会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难免会碰上阻碍和干扰。回
顾30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的每个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党都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既有效地推动了
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又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这是我
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党的十七大对此作了科学总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
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才能真正做到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 

  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最基本的东西是正确的。这最基本的东西

 



是什么呢？我认为，起码有这样三条：第一，30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30年
的成绩，正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取得的。抛弃马克思主义或者教条式地理
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都不会有今天的成绩。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只有正确运用于实
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了邓
小平同志的话：“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第二，30年的改
革开放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活力。当今中国的盎然生机，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当
然，这样的社会主义必须符合本国国情，也需要不断改革。唯有如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活力才
能不断得以体现。第三，30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超凡的执政能力。放眼当今世界的
执政党，有哪一个执政党有我们这样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成果!我们真的应当引以自豪。这种执政能
力，就在于能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把握世情、国情、民情、党情，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
政策及时反映时代发展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而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
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活力、中国共产党人卓越超凡的执政能力，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才得到了集中
的充分的体现。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党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归根结底，要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
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我们党的信任。同时，我们也要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这就是
我们回顾30年改革开放得出的基本结论。 

  （本文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同志在全国党校系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讲话
的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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