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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小平辩证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丁 永刚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研究邓小平辩证发展观时 ,学术界往往较多关注其非均衡发展思想 ,而忽略对其“综合平

衡”均衡发展思想的研究 ,针对这一现状 ,分析了邓小平均衡与非均衡辩证发展观及其对构建和谐

社会的作用 。分析认为:均衡发展不是社会各方面同步发展 ,非均衡发展并非是“单打一”的发展;

均衡与非均衡发展应是在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共进 ,是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的有机统一 。当前

重新认识和深刻领会邓小平辩证发展观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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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thoughts of

DENG Xiao-ping and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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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quilibrium &disequi librium development are par t o f DENG Xiao-ping T hought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recogni tion of the equi librium &disequi librium thoughts of DENG Xiao-

ping wil l be impo rtant to const ruct the harmonious socie ty.DENG Xiao-ping thought that in

order to const ruct the harmonious so ciety people should persist in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 that i s , to st ress the basic ro le of economy , to do w ell in all

aspects , to choose suitable par ts as breakthrough , and to achieve the adjustment on itself.And

only w hen this can be recognized can people get the right di rection of const ructing harmonious

socie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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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事物的平衡与不平衡是相

互依存 、相互渗透 、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 ,一定范围

内不平衡不会阻碍事物的发展 ,而且是事物发展不

可缺少的内在动力。学术界在研究邓小平辩证发展

观时 ,更多关注其非均衡发展思想 ,而对其“综合平

衡”的均衡发展思想研究不够 ,关于邓小平均衡与非

均衡辩证发展观对和谐社会构建的研究成果就更

少 。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期望对当前和谐社

会之构建提供一些有益思路 。邓小平关于既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 ,又要兼顾各方面的综合平衡;既要注

重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1] 64

” ,又要维护

社会公平;在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中选择合适的突破

口;在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中适时调整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点等一系列观点 ,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

社会的理论基础 。因此 ,正确认识均衡与非均衡辩

证发展观就自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重



新认识和深刻领会邓小平辩证发展观对于构建和谐

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又要兼顾
各方面的综合平衡

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已步入政治转型的关键

时期 。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略和智慧拨乱反正 ,带

领全党果断地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可以说 , “文

革”结束后 ,经济建设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

内容 。从社会民众心态来看 , “文革”结束后 ,社会民

众迫切要求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邓小平同志顺应

民意 ,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

文化水平 ,使生活清苦且遭受动乱之苦的人民在改

革中迅速获得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 ,为经济改革的

深入和政治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正如国外学

者所言 ,中国适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为

了避免党内极`左' 习惯势力的竭力阻挠 ,又防止海

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既要保持政治稳定 ,以利于经

济发展 ,又能渐进 、理性地推进政治发展 ,而在各种

复杂因素的压力和挑战中采取的一种具有极高政治

智慧的战略选择” [ 2] 28 。

邓小平同志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 ,

还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 ,各个方面需

要综合平衡。在邓小平同志看来 ,经济是根本 ,离开

了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便无从谈起 。

经济发展是解决中国社会所有问题的基础 ,而且相

关国际问题的解决也得靠中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

深刻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 ,要

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是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 ,这个中心不能动摇” 。

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就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

最大的政治 ,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不

只是当前 ,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

工作上面”
[ 3]
。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只

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专注经济

建设 ,才有可能消除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不和谐

因素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过大 、东西部差

距过大 、贫富分化严重 、就业难 、社会风气败坏等问

题。正如邓小平所说 ,这些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

度来解决 。经济不发展 , 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

决”[ 1] 195 。可见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 ,才能从根本上为构建

和谐社会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

当然 ,邓小平同志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时

兼顾综合平衡。构建和谐社会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但也应兼顾经济与政治 、文化 、社会的平衡

发展。在新时期 ,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

重大决策 ,实质上是对邓小平同志综合平衡观点的

新发展 ,这反映了新一代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新变

化 。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 ,我们要始终牢记发展

是第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聚精会

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

程中 ,一些人不能正确认识邓小平均衡与非均衡辩

证发展观的时代价值 ,原因在于他们只注重邓小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非均衡发展观点 ,却忽视了其

“综合平衡”的均衡发展观点。这种认识是不全面

的 ,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因此 ,在构建和谐社会实

践中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又要兼顾各方面

的综合平衡 。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2　既要注重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 ,又要维护社会公平 ,最终
实现共同富裕

人类社会的发展要解决两大问题:其一 ,在生产

力领域要解决贫穷问题;其二 ,在生产关系领域要解

决公平问题[ 4] 。社会主义社会要和谐发展 ,必须同

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于实现共同富裕[ 5] 。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在资源 、

区位 、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

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均衡发展不等于 ,也不可能

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

在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前 20年里 ,也曾探索过同时

富裕的发展道路 。实践表明 ,平均富裕的发展道路

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 ,反而会导致了共同贫穷;平

均富裕 、同步富裕的发展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行不通 。针对这一现实 ,邓小平同志主张运用

非均衡与均衡发展的政策进行引导:在改革开放初

期 20年采取非均衡发展思路 ,允许一部分人 、一部

分地区先富起来 。这样可以发挥榜样的力量 ,最大

程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推动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 。当然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不是目的 ,

而是手段;允许部分先富 ,然后以先富带动后富 ,最

终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非均衡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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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主要以提高社会效率为目标 ,重点解决和谐社

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诚然 ,和谐是维系社会关系与

群体氛围的最佳状态 ,也是社会管理者追求的永恒

主题 。但和谐并不意味着平衡 ,而是允许差异存在

的和谐。差异是维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 ,也

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是

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

这也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国

情[ 6] 。针对这种情况 ,邓小平同志提出区域发展的

两个大局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使这个

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 ,从而带

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

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又要

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 ,这也是个

大局 。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2] 277 。

综上所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中 ,应

树立科学发展观 ,正确处理好均衡和非均衡发展的

辩证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第一步 、第二步战

略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速度的发展 ,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但也出现了诸如贫富悬殊过大 、

社会文化建设滞后 、公民不诚信等不和谐因素[ 7] 。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路 ,正确解决两个大局之

间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的辩证统一 ,国家可考虑运用

经济 、行政手段协调社会的均衡发展。其一 , “就是

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 , 支持贫困地区的发

展” ;其二 ,就是后富起来的地区少交点利税 ,或者后

富起来的地区在利税分配上取得较大份额;其三 ,给

予后富地区以更多政策扶持和优惠
[ 2] 3 740

。邓小平

同志的这些观点和主张无疑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有

积极意义的。

3　在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中选择突破口

事物发展并不是各部分 、各方面同步发展 ,而是

有先有后 、从量变到质变的逐步发展过程。换言之 ,

事物发展总是其中一个部分或某一方面优先发展 ,

先取得突破 ,然后带动其他部分或方面发展。在尊

重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 ,选择正确的发展重点和

突破口意义重大 。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选择农村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三农”问题现在已经成

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 ,也是影响构

建和谐社会的难点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因此必须把解

决“三农”问题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重点。在构

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 ,农

业始终处于非均衡两极中最弱势的一极。人类社会

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的发展不仅漫长 ,而且比自然

领域的发展更为复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江泽民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一个不发达 、不平衡

的阶段 ,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 8] 。由于

有些人还不能从深层次上理解这些话的内涵 ,因此

就难以正确理解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重大战略决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 ,其用意不仅在于它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更重要

是选择它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突破口 。因

此 ,构建和谐社会 ,就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突

破口 ,重点解决“三农问题” ,推动中国社会向更高层

次的均衡状态发展 。基于此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过程中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稳定农村联产

承包责任制;必须改革不利于农民身份转化的各种

机制 、制度 ,创造各种条件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 。这是因为 , “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

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 。总不能老把

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 ,那样有什么希望 ?[ 2] 213”

4　在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中适时调整社
会经济发展重点

邓小平均衡与非均衡辩证发展观还体现在社会

发展重点的阶段性调整上。邓小平同志指出 ,现代

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 ,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 ,

但必须要突出重点。这些重点不仅体现在共时性

上 ,而且体现在发展阶段性上;根据社会发展进程适

时地进行战略调整 ,确立新的社会发展重点 ,也是符

合经济社会均衡发展规律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

践过程看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把对内改革的重

点放在农村 ,家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农业经济

迅速发展起来。邓小平在 1984年后适时地将改革

的重点“转入城市” 。在地区协调发展的问题上 ,邓

小平在 20世纪 80年代就提出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

思路 ,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到

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时 ,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 ,

社会经济的发展重点向中西部转移的时机已经成

熟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 , “在世纪之交 ,应该向全党

(下转第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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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 ,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

地区的发展 ,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 ,这是

一个推进全国改革和建设 ,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全局性发展战略”
[ 9]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充

分说明了邓小平同志正确处理了均衡与非均衡的发

展关系 ,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社会由非均衡发展向均

衡发展的历史轨迹。

兼顾全局 、突出重点的战略性调整符合均衡与

非均衡的发展规律 ,构建和谐社会也要适时选择战

略重点 ,进行优先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步完善 ,产业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制约中国现

代化建设的瓶颈问题;要实现国民经济的高效有序

运行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必须思考战略重点

的局部调整问题。在战略重点的调整过程中 ,必须

加强制度 、机制建设 ,这是由制度 、机制的功能与和

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制度 、机制通过规范

社会不同群体的行为来调节交往主体间的相互关

系 ,承担起限制冲突和增强合作的职责 ,在社会发展

中起到约束和激励机制的作用
[ 10]

。这些功能在社

会发展中能够塑造社会主体的活动空间并整合社会

力量 ,发挥确立人们之间广泛的社会联系或关系与

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进行社会力量整合的功效 。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适应

经济市场化 、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要求 ,提出

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

5　结　语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 ,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又要兼顾各方面的综合平衡;既要注重一部分地

区 、一部分人“先富” ,又要维护社会公平;在均衡与

非均衡发展中选择合适的突破口以及适时调整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点。这些是邓小平均衡与非均衡辩证

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也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

有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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