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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月7日  沈宝祥 

2008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三十周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三十周年。从历史内涵来

说，这是解放思想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三十年，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十年。这是不平凡的三十年，内涵十分丰富。 

这三十年的历史，解放思想是先导，改革开放是动力，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成果，

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进程，从主要方面概括，就是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社会。本文顺着这个思路，略加阐述。 

一、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国人欢欣鼓舞，热盼着四个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但很快人们

就发现，我们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步履依然艰难。 

一是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是从外国搬来的，再加上自己的创造（如人民公社制

度）。这个僵化的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严重窒息

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阶级斗争为纲。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所谓的阶级斗争摆到了“纲”的地位，要求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际是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搞得天下大乱，把经济建设挤到

了一边，摆在“目”的地位，人们不敢放手抓生产，也无法集中精力抓生产。 

三是依然盛行的个人迷信。长期的个人迷信，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提

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

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说，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只能照搬，不能有任何改变。按照

“两个凡是”，人们只能无所作为。“两个凡是”给人们套上了新的精神枷锁。 

那时，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有重重屏障，第一道是思想屏障。因此，解放思想就成了当时一

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这篇文章是打向思想屏障的重炮。胡耀

邦发动的、得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有力支持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

了个人迷信，实现了思想大解放。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 



首先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究竟是穷的还是富的？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产生了“穷革命，

富变修”的奇怪思想。居然认为，人们富了，就会“变修”。所谓“变修”，是当时的特定语言，

就是变成资本主义。因此，人们不敢言富，更不敢致富，甚至把一些正当的致富行为和路径，都当

作资本主义而加以批判，加以禁止。邓小平响亮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这在当时来说，是振聋发聩，振奋人心之言。“四人帮”荒谬地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

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对这种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痛加批驳。他说，根本不能说穷的社会主

义。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进一步阐明，共同富裕是体

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归结为共

同富裕。这样，就彻底否定和抛弃了穷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观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

大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方针，制定了以富民为宗旨的一系列政策，人们统称之为

“富民政策”，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现在，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方

面的思想解放还没有到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的思想还要进一步解放。 

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搞社会主义，走一条什么样的建设

道路。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的模式问题。邓小平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

来不能得到成功。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抛弃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关键是要完善、改变基本经济

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二者是密切联系的。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得很死，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限制了生产者和管理

者的积极性，吃“大锅饭”，使经济失去了活力。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思想上和理论上把任何

市场因素和机制，都视为资本主义而加以批判，在实践上，则大砍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严重

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都

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因素。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邓小

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深刻地阐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

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

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上第373页）我们一步一步加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终于彻

底抛弃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解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多种经济成份的出现 

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搞的是公有制一统天下，排斥了一切其他所有制，特别是个体经济和私营



经济。在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盲目地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越能促进生产力的

发展，搞了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走到了极端。 

实践已经证明，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极端的公有制，同计划经济体

制相联系，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弊端丛生。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没有明确的责任，企业

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农民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其结果是生产效率

低下。另一方面是，在这种“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格局下，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限

制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提出，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提法显示了高超的智慧。首先，这个提法明确肯

定，公有制是决定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决不能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这个提法也告诉人

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只需要占主体地位。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所有制“一大二公

三纯”、一统天下的格局，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从而提出了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重大

任务和要求。 

首先是我国的农民，勇敢地突破了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创造了以后被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经济形式。尽管当时议论纷纷，但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因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

改善农民的生活，还是势不可挡，冲破了各种障碍，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 

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

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不断发展。据统计，到2006年底，我国已有个体工商户2576万户，从业

人员7500万人；私营企业497.4万户，从业人员6395.5万人。凡是多种经济成份发展较好的地区，经

济就充满活力，经济增长就快，人民的收入增长也快。非公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提升，从社

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 

特别要看到的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涌现出一批民营企业家。

这批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群体，他们同样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体现者，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要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同时要更

好地引导他们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经济取得了

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

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又好又快地发展。 

四、走人类文明发展大道 

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主义是在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包括人类在资本主义发

展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是，我国社会主义在很长时期中，却处于封闭状

态。 

处于封闭状态，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越到后来，越是主观的原因。从思想上来



说，是由于对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存在一系列错误观念，一是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

对立起来，看不到、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一面，二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东

西一概看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产生“恐资”的心理。从更广的视角看，是看不到当今的世界

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四人帮”把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叫

做“崇洋媚外”，而大加挞伐。邓小平说，这是一种蠢话。 

针对自我封闭的思想观念，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

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

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

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吸收国际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发展。我们破除了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本主义等

糊涂观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外开放，还是继续自我封闭，这是当时思想解放的一个焦点。 

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有力地贯彻实施。创办了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成为对外

开放的窗口。开发了上海浦东，有效地带动了长江三角洲的开放和发展。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对外

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经济到文化等方面都实行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提高，不但“引进来”，而且“走出去”。总之，开放度越来越大。对外开放

极大地拉动了我国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改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就需要进一

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破除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思维，进一步破除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

思想障碍。 

五、坚持科学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和其他一系列战略思想，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要贯彻落实这

些战略思想，又要求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习惯中解放出来。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落实以人为本，要破除一系列思想和体制障碍。 

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官本位”，同以人为本是尖锐对立的。只有清除了“官本位”，才能真

正落实以人为本。 

一味追求GDP增长，甚至陷入“唯GDP”，也是同以人为本对立的。不改变这些，这就不可能真

正落实以人为本。 

只顾经济的增长，不考虑生态问题，导致水污染，空气污浊，环境恶化，破坏了人们的基本生



活条件，直接背离了以人为本。 

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是背离以人为本精神的。 

总之，只有解放思想，摆脱以上种种偏离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才能更好地落实科学发

展观。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指出，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就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

和制约科学发展观的突出问题。在这方面，解放思想的任务还很重。 

六、改革开放涌现众多“风流人物”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确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革命造就英雄人物。 

在我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曾经涌现出了众多的领军人才和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他们

中，有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将军，有从普遍群众中走出来的勇士，有敢于用笔作武器，尖锐揭露反

动统治的“文胆”，等等。这些英雄人物，是从人民群众中生长和涌现出来的，他们是广大革命人

民群众的中坚和领头者。正是有了这一大批革命英雄和杰出人物，带领群众冲锋陷阵，披荆斩棘，

我们的革命才能势如破竹，一往直前地推进，直到取得伟大的胜利。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

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壮丽画卷。 

改革开放作为新的伟大革命，不同于革命战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改革开放是新旧思

想观念、新旧两种体制、新旧习惯势力激烈尖锐的碰撞和较量。如果没有一大批敢于破旧创新的

“风流人物”，没有一批时代先锋起带头和推进作用，就不可能开创出今天这样的新局面。改革开

放需要这样的“风流人物”，改革开放也造就出了这样的“风流人物”。 

在改革开放的“群英谱”中，有不顾“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实践标准，冲击个人迷信的解

放思想先锋；有敢冒风险，冲破人民公社旧体制，创造“大包干”（以后正式命名为“家庭联产责

任制”）的农民；有顶着“弃农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勇敢创办乡镇企业的农村干

部；有敢于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大胆为市场经济体制鼓与呼的经济学家；有勇于实践，敢于试验创

新的改革闯将；有克服重重困难，创办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有坚决抵制“姓资姓社”争论，创办经

济特区的特区人；有敢于发表真知灼见的理论家；有敢于说真话、表达社情民意的新闻工作者；还

有秉笔直书写改革开放信史的历史学家，等等。他们是思想解放的体现者，他们是改革开放潮头的

弄潮儿。他们为改革开放，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业绩应当得到

表彰，他们的精神应当大力发扬，他们的经验需要很好总结。 

七、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继续解放思想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平凡的历程，是历史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在今后的改革开放中，

仍然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马克思曾说，一切政治斗争最终都是为了经济的解放。而在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解放

首先要实现思想解放。三十年来，各方面的思想解放，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GDP年均增长9.6％。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才7100亿

元，到2006年，已达21.09万亿元，估计2007年将达到23万亿元。没有思想的不断解放，是不可能取

得这样巨大成就的。 

劳动者（包括管理者）是首要的生产力。三十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破除了陈旧落后的思

想观念和习惯，革除了束缚劳动者的体制和机制，使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和智慧得以发挥出

来，从而形成巨大的现实生产力。 

三十年解放思想的历史，是一个不平凡的历程。回顾历史，使我们对解放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和体会。 

（1）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不是人为地制造

出来的。 

（2）人民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是推进解放思想的基础和原动力。 

（3）解放思想要同实事求是相联系，解放思想是为了打破思想僵化，达到实事求是，真正解决

问题。 

（4）解放思想要善于抓住焦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命题和有效的思想武器（如实践标准、“三个

有利于”标准等）。 

（5）解放思想不能坐而论道，要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进行，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发展又进一步推进思想的解放。 

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必将成为更加鲜明的特点。另一方面要看到，计划经济的思

维，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各种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还将长期存在，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还很

重。 

我们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的思想不断进入新的境界，

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 沈宝祥）  

 

    文章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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