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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作了《跃进中原的
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即《邓小平鲁山报告》。邓小平
同志早期的经济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邓小平鲁山报告》中。 本文从《邓小平鲁山报告》中所反
映的邓小平同志的早期经济思想入手，通过对邓小平同志有关讲话和著作的梳理，探讨了邓小平同

志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以及它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者认为，
《邓小平鲁山报告》是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起点，虽然在他早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有
不少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经济的论述，但从市场经济角度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
问题，最早还是在《邓小平鲁山报告》中。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包括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
想在内的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改革的伟大实践又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
了极为丰富的营养。  

  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果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建立和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
中包括建立和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
的。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新的历史时期,研究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对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  

  今年的4月25日是邓小平同志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跃进中原
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即《邓小平鲁山报告》60周年。邓小平同
志早期的经济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邓小平鲁山报告》中。虽然在他早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有不少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经济的论述,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问
题,最早还是在《邓小平鲁山报告》中。在此报告中,邓小平同志指出:“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
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
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
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官僚资本是指的四大家族那个集团,不是官僚加资
本,不然县长开个店也得没收了。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
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
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在这段论述中,邓小平深刻阐
述了市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关系等问题。同时,他还
在此报告中阐述了如何正确看待资本剥削劳动的问题:“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
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们要看
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账
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这些论述已孕育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可搞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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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萌芽,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逐步建立和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当
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环境,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从在他担任政务院
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期间对经济工作的一些重要指示中,始终可以看到市场经济思想的闪烁。如1954
年1月13日他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中就提出了实行财政包干和自
留预备费,节余留用不上缴等问题;在1962年7月7日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
志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中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
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
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
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
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
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这些论述与邓小平同
志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重新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  

  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
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中,就已明确提出社会主义
也可搞市场经济。他指出:“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
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
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
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
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回答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是否存在根本矛盾的问题。只有很好
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打消人们思想上的顾虑,把市场趋向的改革推向前进。1985年10月23日,邓小
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
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
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为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
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观点。1987年2月6日,他
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
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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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
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
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
讲这个了。”(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这些论述有力地打破了那种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
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传统观念,为我国坚持市场趋向改
革开辟了广阔道路。  

  改革开放前夕和初期,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恢复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的社会生产
力,逐步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调动企业、职工和社会各方面的
生产、工作积极性。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的,这是因为,要打破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首先必须解决分配制度上存在的“两个大锅饭”问题,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
吃企业的“大锅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就是一句
空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见《邓小平文选》
第2卷)的著名讲话中,除了对解放思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部署外,还对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条件下
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精辟论述,提出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在经济政策上,我认
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
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
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
地富裕起来。”对于这一点,尽管在部分人群中至今还存在不同认识,但它却是市场经济一个不可抗拒
的规律,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如何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也是邓小平同志思考的重要问题。早在1979年年初,他
就提出要利用外资。当年1月17日,他在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的谈话(见《邓小
平文选》第2卷)中,对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他指出:“现在搞建

 



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
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
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思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
面。  

  如何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使人民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是邓小平同志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能够形成和发展的
根本原因。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和对我国社会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做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如他在
1980年4月至5月同有关方面和外宾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
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
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
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
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同志
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再次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
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
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
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见《邓小
平文选》第3卷)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种认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
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因为只有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
水平,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他之所以主张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是由
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思想方法,并对中国人民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包括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内的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改革的伟大实践又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1992年10月,中国
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
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见《邓小
平文选》第三卷)的直接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尽管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的改革还是经历了一个从“按经济规
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充分说明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然,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也是在改革中不断发展的。如果说在他南方谈话之前所论述的市场经
济,还是指在板块式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市场经济的话,
那么,南方谈话则把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发展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重叠、共同覆盖全社会的市场经济。他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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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是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深刻、最经典的概括。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对与市场经济
密切相关的证券、股市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
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
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
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
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
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伟人已去,但他的思想长存。在《邓小平鲁山报告》60周年和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重温《邓小
平鲁山报告》以及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其他著作,使我们倍感亲切。从这些讲话和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及它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挥的重
大作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全人类都是一个重大贡
献。(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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