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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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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992年后中国发展出现新问题的深刻洞察：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

时少”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邓小平基于1993年的新认识，对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发展之路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表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的局限性有了深刻洞察。 

  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整

个中国开始从温饱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过渡。中国从总体上走出温饱社会，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的

历史性跨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一旦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必然会提出更高层

次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走出温饱社会以后，发展思路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

说来，在走过温饱社会以后，在发展目标上要根据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来进一步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发展内容上，不仅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好；在发

展途径上，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根据新的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政治、文化、社会，关

注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满足了这些新的发展要求，社会才能继续健

康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充分的认知，在已经走出温饱社会的情况

下，仍然完全按照温饱社会的发展思路来推动国家发展。这样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财富总

量当然在不断增加，这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建设一条腿

长，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多条腿短的局面，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993年9月，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断表明他首次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从邓小平思想的发展脉络来

看，过去他一直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就能牵住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牛鼻子，但是这个谈话表明，

邓小平晚年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在以前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

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同样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健康发

展。而为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原来的发展思路进行调整，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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