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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 

时间：2009-01-01 作者：本刊编辑部  

  对于当代乃至以后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无论时光怎样流逝，都不能湮没人

们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记忆。因为那次会议，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

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开始了新的科学发展和科学管理。因为那次会议，中国人民由

“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此迈进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

时代。 

  评价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必须以实践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标志的伟大转折，其意义完全体现在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中，彰显在社会进步

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经济贫困落后的局

面，国家走上了科学发展的新轨道，实现了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百多年

来，我国的经济在世界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经济有过短暂的繁

荣，但是由于僵化的体制和“左”的思想影响，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

国的位次上不断后移，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1948年我国人均GDP排世界

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则排倒数第2 位，仅是印度的2/3。据世界权威专家研究计

算，1952年到1978年我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三中全会后，这种经济

落后的局面从根本上打破了。30年来，我国的GDP始终保持年均9%以上的高增长，经

济总量跃至世界第4位，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如今，“中国制造”的商品行销整个

世界，为中国经济的雄起作出最有力的注解。 

  制度带有根本性，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从根本上改变了墨守成规的僵化体制和封

闭半封闭的状态，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全面建立了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制度。

三中全会前，我国在总体制度方面照搬了苏联模式，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计划经

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

制，对外关系上基本是自我封闭。这种制度，严重阻碍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劳动者和企业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导致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三中全会

后，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们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紧跟时代潮流，勇于变

革、勇于创新，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规定和

做法，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强大动力。30年来的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

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人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人民的生存条件，

提高了生活质量，提升了以人为本的新境界，人的全面发展日益成为现实。三中全会

前，我国人民生活“普遍贫穷”。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

63.3元，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150公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农村贫困

人口2.5亿。三中全会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贫困人口减少到2150万人。党

和政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始终把人民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置，

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今在城乡各地，民生得到真

实的改善，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

形成，人的发展具有广阔空间和优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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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三中全会，这30年中国经济

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社会的面貌，却发生了以往许多世纪无法比拟的巨大

变化。这就是三中全会的价值所在。 

  三中全会开启的新时代还在继续，我们的面前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要克服。面对

未来，我们一定要牢记胡锦涛同志所深刻阐述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启示——在当今

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必须锐意改革、着力发

展、坚持开放、以人为本、促进和谐。可以相信，按照这条路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邵景均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