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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也谈“改革开放” 

——共和国六十周年感言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邓小平将“改革”和“开放”合起来，作

为现阶段中国的国策，开创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新时期，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但细考“改革开放”这一

四字词组的提法，并非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而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1978年后改革开放四字方针的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涉及“改革”和“开放”的文字，见于以下两句叙述：“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

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改革

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6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有“改革”的字样，也讲到“对

外经济合作”；都属于一般工作方针的叙述，并不处于文件的中心地位，文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的概

括。当时还赞成人民公社体制，没有提出要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到1982年第2个1号文件才明确提出

这一项改革任务。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发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召。[ 《改革

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在讲新的历史

时期的总任务时，也没有提到“改革开放”。但指出1981年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任务时，要坚决贯

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把改革任务与调整，整顿和提高并列。[ 《改革开放三十

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8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次报告中提到“改革”字样有十多处，包括

经济管理体制、价格、劳动工资制度等改革，还提出了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等等。报告中三

次提到“对外开放”，并且把“实行对外开放”提到“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的高度。十二大文件没有

把“改革”和“开放”两词作为一个完整的方针并到一起。这两个词配搭组合放在一起，直到1987年十三

大报告中才出现。 

  十三大报告是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时，将“改革开放”作为

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提出来的。这个词组在报告中多次频繁出现，成为正式的政治术语。报告

称“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以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提

法。  

  任何正确的理论和政策，都有一个探索和形成的过程。“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拨



 

乱反正，确实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改革开放”作为一整套理论政策方针，也确实需要一段

酝酿的时间。这从“改革开放”词语运用的演变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改革开放”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

政治生活中统治的话语，成为支配人们行为活动的指针，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形成的。 

  1978年前三十年也有改革开放 

  以上说的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过程。应该说，改革开放的名义和实践，不是1978年

以后才有的。何以见得？拿改革来说，这个概念早已有之。远的不说，在1919年湘江评论上，时年29

岁的青年毛泽东就意气风发地一口气提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思想等八个方面的“改革”[《毛泽

东早期文稿》第292—293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把“改革”与“革命”等

量齐观，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写了一段经典

性的话：“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

不完善的方面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

的情况之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根据新的情况，继续

解决上述矛盾”[《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76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里讲的解决矛盾的

方法，就是“改革”。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

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经典定义，就是：“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

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一改革定义的内涵精华，

就出于毛泽东1956年的上述论断。 

  按照毛泽东的论述，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解决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为内容的“改革”，其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实事求是地说，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不同于苏联做法而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在制定社

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提出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后60年代肯定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

法”等等，都具有改革的性质。可见，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一个共同始终的过程。  

  再拿对外开放来说，谷牧同志在一篇文章[谷牧“新中国前30年不开放是因毛泽东的失误的看法不

符合历史的真实”《北京日报》2009年1月11日]中，阐述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构

想，是“要做生意”，要“实行友好合作”，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实践中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不准我们开放。毛泽东从来没有闭关锁国的念头。所以说，“改革开放打

破了以前的僵化封闭”之说，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新时期将改革开放作为长期国策 

  我们把共和国后30年改革开放逐渐突出起来作为长期国策，把它列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

本路线的两个互相配套的基本点之一，对中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

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716

页]。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与四项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说改革的方向总是正确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改革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

 



之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意义的改革，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已大力提倡，在社会主义到共产

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改革都将是永久的使命和常态的存在。  

  但是改革还有一种含义，就是作为阶段性的国策，改革要实现某种制度、体制，或者模式的转

换。比如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转变为多种

所有制并存的结构；以及从更广阔的意义上向建立初步现代化中国的转变等等。一旦这种阶段性转换

目标基本完成，作为阶段性国策的改革，就要纳入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

发展这一永久性的常态的进步过程。  

  目前我们党提出的改革任务，应该说具有阶段性国策的含义。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包括改革开放

在内的基本路线所管的时间，从上世纪中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算起，到本世纪中叶初步完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任务，大约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本世纪中叶初步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后，改革开放这一阶

段性国策就可以转为继续调整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项政策。但在本世纪中叶前的

若干年内，改革开放的总政策必须坚持。 

  正确掌握不同领域的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不得动摇，是就改革开放作为总体来说的。但改革开放涉及领域甚

广，内容浩繁，进度不一，有些方面进行得比较顺利，有些方面比较复杂。顺利的改革有的已经成

功，转入完善的阶段。比较复杂的或者启动较晚的领域，则需要把改革坚持下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比如，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现在在全部商品流通总额中，市

场调节的部分，已占90%以上；前几年的估计，我国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完成程度已达70%左右。所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是否可以说，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当然现在还有少数领域，市场化改革有不到位的地方；但另

一方面，也有不少领域发生了过度市场化的毛病。这些不足和过头都需要继续调整完善，但已经不属

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换的主流。今后按照十七大精神，要加强国家宏观计划对市场经济的

导向调控，如邓小平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要发挥它们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而不再提

不带限制词的“市场化改革”。  

  又比如，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现在，非公有制

经济蓬勃发展，大大超过建国初期。并且，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公降私升的趋势，已影响到公有

制为主体的临界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胜利完成。今后的任务，应该是巩固和

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强化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且正确引导

非公经济的发展。 

  再比如，从有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倾向的分配制度，转向到效率优先拉开差距的改革，现在明显早

已胜利成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早已超期超额完成。按邓小平的预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改革阶段，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结束，转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由于客观原因和主观

原因，已将此项转变推迟。看来要抓紧研究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端正分配问题的改革方向，以解决邓

小平临终遗言谆谆关瞩“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年谱》

（下）第1364页]  



  再比如，农村改革从人民公社体制改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早已成功，特别是以分为主的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责任制，得到事实上的推广。这是邓小平讲的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飞跃”。经过30年的

演变，农村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现在是不是应该转为着重解决双重经营责任制的“统”的一面，发展

新的农村集体经济，这是邓小平讲的农村改革的“第二个飞跃”。这是保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

必由之路。在“第一个飞跃”阶段的改革胜利结束以后，应该认真考虑农村下一个阶段的“第二个飞

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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