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首页 - 邓小平理论研究

 

邓小平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中的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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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创者。在制定

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系列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他始终“照辩证法办事”，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战

略家所具备的辩证思维。认真回顾和总结邓小平这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蕴涵的辩证思维，

对于教育全党进一步“照辩证法办事”， 培养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 

  毛泽东曾经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

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正是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邓小

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逐步形成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邓小平认

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而国情的主要特点有

二：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向全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

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

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是对改革开放以

来具体实践的升华。它既说明了这条道路的性质— —社会主义，又说明了这条道路的模式— —中国特

色；它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有了这一决策，“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

正确认识和分析我们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

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抓住主要矛盾，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并以此确定中心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和基本的问题过程中，邓小平逐步得出了搞社会主义

必须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结论。他认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

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邓小平进一步认

清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

我们的中心任务。”正是根据这一判断，他果断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适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现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邓小平后来把这一历史转折称之

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紧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而

且是最关键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认为，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

益、最根本的利益”。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虽然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

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

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打开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正是沿着这条新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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