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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苏联和中国作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战略决策：苏联在1979年底决定出兵阿

富汗；中国在1978年底决定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作出过许多与苏联不一样的决策，尤其是这一次完全不同的战略决策决定了中国最终必将走上

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研究和讨论中国改革开放问题前，我想首先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  

（二）  

我们所讲的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方面的重大政策。  

对内改革，指的是要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对外开放，从设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开

始，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方面的重大决策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要

求。  

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因而又被我国人民称为“新的革命”。  

在研究和讨论中国改革开放问题前，先要把“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概念搞清楚。  

（三）  

在我们的历史书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作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  

称这次会议为“标志”，是有道理的。因为，1978年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

会和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出迎接新科技革命，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任务。这一系列重

大的历史事件及其引起的社会变动，最后都集中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5月发生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11月10日至12

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对毛泽东的决策和论述不能不加分析地教条式地执行，即不能搞“两个凡是”。这

样，就把中国人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大讨论中，重

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11月、12月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传奇式的会议，一共开了36天。开这次工作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提交给十一

届三中全会审议的关于调整经济发展计划和农业工作方面的有关文件。但是，会议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建议，改变了主要议题

和议程。邓小平同志的建议是，从1979年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讨论这一建议时，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解

放思想，发扬民主，审查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包括对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观点，也进行

了批评。这次会议，在发扬党内民主问题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闭幕会上所发表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道

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随后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主导下，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这标志着在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政治核心的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结束和“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的开始。  

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变动。“解放思想”和“民主”，是这一政治变动的主题词。正由

于有了这一重大的政治变动，才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研究和讨论中国改革开放问题时，必须重视这一改革开放起步时的特点。  

（四）  

在解放思想和民主的氛围中，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折。  

这个历史性的大转折，包括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传统的计

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转变，从崇尚“个人崇拜”到弘扬民主法制的转变，等等。  

在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转变中，最大转变，是中国人民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改变了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选择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发展的道

路。  

也就是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3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过去实行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30个年头。  

这30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

性进步。  

——中国人从死气沉沉中走了出来，中国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大家只要到北京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中国人的穿着

打扮，听一听中国人的聊天，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已经从各种各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社会内在的活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释放出

来。邓小平同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

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19

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把中国的活跃，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变化和进步，是很值得重视的。  

——中国摆脱了大多数人连温饱也难以维持的贫穷社会，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持续30年以年

均接近10%的速度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这确实是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已经

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中国告别了物品凭票供应的“票证”年代和短缺经济，建立并正在完善商品市场和其他各种要素市场。在计划经济年代，

中国物资短缺，人民群众生活必需的粮食、食油、食盐、食糖、鱼、肉、煤炭、火柴、棉布以及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什么都要

凭票供应。而且，有票还不一定有货，有货就要排长队。投机倒把盛行。而现在，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商

店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人口，人民群众走上了富裕之路。过去30年里，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长到13700

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元增长到4100多元；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25000万减少到2300万。尽管中国今天还存在城乡之

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是从总体上讲，中国的贫困人口在减

少，中等收入人口在大幅度增加，这也是必须注意到的进步。  

——中国结束了“谈人色变”的年代，民主法制建设快速推进。大家只要读一读中国的文艺作品，看一看中国学者所写的论

文，“人性”、“人道”、“人权”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的倡导和推动下，“以

人为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贯彻始终的核心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以来，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不

仅获得了宪法和各种法律的保障，而且在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中正在逐步落实。  

——中华文明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新树立起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

中，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只要看一看今年中国人在诸如奥运火炬传递、抗震救灾等一系列大事中的表现，看

一看中国人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就可以体会到了。“振兴中华，赶上时代”，已经成为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的当代中国人对爱国主

义和民族精神的新理解。  

当然，在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考验，不会忘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

许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挑战和考验，我们始终是十分清醒的。  

（六）  

历史，无疑是最好的老师；历史经验，无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在改革开放这一艰辛而又伟大的革命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共十七大对此作了全面总结。在十七大总结的经验中，贯

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这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就是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

想，解放生产力。我们中国能够用短短30年的时间，就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

会主义，其最重要的经验就在这里！  

（七）  

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必须落实到并体现在解放生产力上。  

解放生产力，在改革的意义上，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的根本变革，把生产过程中的各方面生产要素都解放出

来，包括把生产过程中的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解放出来，也要把劳动力这个最重要的要素解放出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推行，就是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土地解放了出来，把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了出来，这才有生产力的大解放。从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民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把资本、技术和知识等生产要素解放出来了，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和

具有创业能力的民间企业家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出来了，这才有生产力的大解放。  

所以，过去30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致力于研究的，就是用什么样的体制、政策和措施，把生产过程中人

和物等各种要素都能解放出来。  

（八）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包括要把人的因素解放出来，把人的积

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解放出来。在我们看来，生产力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统一，是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统一，而

且人的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最活跃的因素。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放人的因素。  

解放生产力中的人，包括要把人从束缚他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主体。我们讲“改



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解放出来，使现实的人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

主体。这可是一篇大文章！  

要做好这篇文章，除了要不断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配套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先进文化建设和文化

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全面改革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首先，要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人的因素的解放与经济体制有关，与政治体制也有关，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关；其次，要发展教育、科学、文

化事业，人的因素的解放与人的素质的开发和提高，即与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关；再次，要加强社会建设，形成利益协

调机制，人的因素的解放还与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解决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化解

社会矛盾有关，即与社会和谐有关。只有这样来考虑问题、指导改革、部署工作，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才会不迷失改革的方向从而确保改革的成功。  

因此，只有把社会生产力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以人为本”的原

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理解，这就是今天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深刻背景。  

存档文本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