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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前30年中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已经相信共产党、愿意为人

民服务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旧知识分子，以及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统统划入资产阶级的一部

分；不尊重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规律，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把许多学术和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当成

政治问题，开展过火的批判；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恶性膨胀，使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

术观点和歌颂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遭受打击，只允许几个“样板戏”和几部“学术著作”存在。改革开放

后，我们党随着清理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提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解除了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许多不必要的框框和

禁区，认真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对思想认识问题采取

说服引导方法，鼓励不同观点的切磋，提倡多样化，强调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大量翻译出版国外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纠正轻视教育科学文化的错误

观念，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积极改革文化体制，推动文化繁荣，并且培育

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所有这

些，都是后30年对前30年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超越。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

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一线指处在战略前方的一些省区，三线指全国

的战略大后方，二线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区— —笔者按），‘山、散、洞’的方针（靠山、分

散、进洞的简称，指对国防尖端项目安排的方针— —笔者按）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一段

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

的‘一条线’。” 在处理与外国政党的关系上，“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 “犯了

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从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

的观察和判断，“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认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

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

题。” 同时，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既“改善了同美国的

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 还改变了同外国政党处理关系时的某些原则，主张“各国党的国内方

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

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所有这些，都是后30年

对前30年在国际战略上的超越。 

  这些超越，归根结底基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对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以及当今时代

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有了比前30年更加清醒更加准确的判断。正是这种判断，使我们得以比较系统

地回答了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

 



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被赋予了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如果否定后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社会

主义自我完善与发展的精神实质，以及时代特征就会被抽去；同样难以弄明白这条道路为什么会产生

如此神奇的发展速度，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显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三、两个30年的内在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形态 

  改革开放30年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30年，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它既没有

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相反，它在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政治

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战略等方面，与前30年之间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正是

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使两个30年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看不到它们的内在联

系，抹杀它们的相同之处，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仍然是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

不是别的什么道路。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基本理论方面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

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但同时，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

别，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始终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仍然坚持阶级和

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

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作立国之本，当成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基本点。对于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异同之

处，邓小平曾作过精辟的说明。他指出：有的人“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

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

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深化改革，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但同时，始终

坚持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

会民主、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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