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卷　第 2期
2001年 12月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 f Chang′an Univ 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3　No. 2

Dec. 2001

收稿日期: 2001-09-26

作者简介:高　雁 ( 1963-) ,女 ,陕西西安人 ,长安大学思政部讲师 ,西安交通大学在职研究生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邓小平理论对创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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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 思政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邓小平同志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胆识和勇气 ,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

训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建立起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坚定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和

信念。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 ;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制度 ;贡献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History Contribution of Deng Xiaoping 's Theory to Found

China 's Market Economy System

GAO Yan

( Depar tment of Thought and Po litics, Chang′an Univ 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Deng Xiaoping , wi th a M arxism 's courage and insigh t, deeply summaries experience and

lesson o f so ciali sm const ruction in China , and creatively puts fo rw ard socialism theory w ith

China 's cha racteristic under insisting on liberation though ts and the w ay of being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With Deng Xiaoping 's theory , socia list market economy sy stem has been set up in China,

and an achiev ement o f all ov er the w o rld in economy has been made, the conv iction fo r

const ructing socialism in China has been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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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

运动的分析 ,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

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

特征作出了初步的预测。但是 ,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

后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 ,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的问题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

斯没有作出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在没有现成的理论

和实践经验的条件下 ,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 ,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

也有极其惨痛的教训。邓小平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基础上 ,深刻总结了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各

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经验教训 ,结合时代特征和

国情 ,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解决

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

题 ,对创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

发展的历史经验

1956年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 ,为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借鉴苏

联经验 ,开始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

研究 ,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 ,涉

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1956年 ,毛泽东

发表了《论十大关系》 ,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

设的十大关系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

服务的基本方针 ,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走自己



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 1957年 ,毛泽东发表了《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

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的矛盾。 对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初步的探

索 ,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

物质基础 ,积累了经验。但是 ,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

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问题上 ,拘执

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 ,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使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在总体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失误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确定整个社会的发展战略

上 ,没有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各种政治斗争 ,尤其是阶

级斗争的关系 ,虽然在主观上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

经济 ,但始终没有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一切工作的

重心的正确方针 ,使经济建设经常受到冲击和干扰 ;

错误地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

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最后导致发动了持续十年

的“文化大革命” ,导致了全局性的错误。二是主观上

急于求成 ,忽视客观经济规律 ,对经济建设的复杂

性、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对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制约

性认识不足 ,提出了一些过高的指标和要求。不断用

动员群众的政治手段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如搞了“大

跃进”、“人民公社化”等政治运动。由于主观愿望违

背客观规律、脱离国情 ,结果不仅没能实现原来想象

的“共产主义” ,反而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

停滞或徘徊的状态 ,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和提高。 三是在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的过程中 ,人为拔高生产关系 ,搞“一大二公”

的单一经济结构 ,认为要发展生产力 ,就必须迅速地

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而且公有制形式越大越好。

阻止和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认为非公有制是

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 没有坚持根据生产力的水平

和要求来确立生产关系及其形式 ,最终给社会主义

建设带来很大影响 ,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缓慢 ,缺乏

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新

的历史时期 ,以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勇气和求实

精神 ,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经

验 ,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拨

乱反正 ,全面改革 ,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面对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 ,人们

深切地感到传统社会主义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

展的要求。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

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反复不断地思

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

论问题上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不断研究新

情况 ,总结新经验 ,进行新的理论概括 ,提出了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

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

界 ,走出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

这条道路的一个最根本特征 ,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

场经济相结合 ,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文化模式作为发展社会主

义制度的基本目标和途径。

(一 )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

力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针对中国社会生

产力基础落后以及长期脱离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

义的实际 ,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与生

产力有机联系的崭新理论 ,指出: “建立生产资料公

有制本身 ,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社会主义的

根本目的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
[1 ]
。并在

社会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

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

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 强调现阶段中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

首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

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

不发达的阶段” [3 ]。指出中国是在底子薄、人口多、地

区发展不平衡 ,生产力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建设社会

主义的 ,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或者“不发达

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

制订规划” [4 ]。要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出发来确定生

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 ,不能脱离实际、超越

阶段。这就为中国建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

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理论 ,是由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客观进程和中

国具体国情决定的 ,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因

此 ,任何人为地缩短或超越这个阶段 ,都不利于社会

主义自身的发展。

(三 )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究竟怎样 ,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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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倍感困惑的问题。 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变化 ,突破了把计划和

市场作为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标志的传统

观念 ,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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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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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使我们认识到社

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市场机制

是社会化生产中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 ,资本主义可

以用 ,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把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

从而解决了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

大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是对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的抛弃。 事实说明 ,在资源配置方面 ,市场经济

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为有效 ,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

济 ,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有利于增强社会

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 ,克服了计划

经济体制下“吃大锅饭”的严重弊端 ,极大地调动了

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有利于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

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

精神 ,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邓小平系统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理论 ,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理论 ,既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又是来自中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它是指导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的新理论 ,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三、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了一条切实

可行的途径。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 ,苏联

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 ,共产党丧失执政地

位 ,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

严重挫折。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严峻地摆在人们

面前 ,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面对这种局部

的挫折和暂时的倒退 ,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

远见卓识 ,郑重地提出: “不要惊慌失措 ,不要认为马

克思主义就消失了 ,没用了 ,失败了。 哪有这回

事” [ 7]。他还说: “我坚信 ,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

人会多起来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8 ]。 150余

年的历史证明 ,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同

时 ,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

东欧的失败 ,从一定意义上说 ,是落后于时代的、僵

化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邓小平理论

指导下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充分表明社

会主义国家 ,只要能认真总结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中

的经验教训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认真考察社会主

义的特殊发展规律 ,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理论和路

线 ,就能使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四、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意义

邓小平理论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为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立指明了方向 ,坚定了党

和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信念。 在邓小

平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民主法制建设

取得了长足进步 ,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

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经过 20多年来的艰苦创业 ,

中国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了近 5倍 ,国内生产总值保

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在经济总量提高的同时 ,经济增

长的质量和效益也明显提高 ;从供给能力看 ,中国的

有效供给能力大幅提高 ,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

终于宣告结束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

幅度的提高 ;从基础设施看 ,中国的基础产业和基础

设施得到长足发展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基

本解除 ;从经济运行看 ,中国在过去 20多年来的生

产力发展中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 ,同时在治理通

货紧缩方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 ,保持了经济发展的

良好态势。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第二次飞跃性的理论成果 ,是毛泽东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是党

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一贯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并在他的指导下

进行理论探索。他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 ,研究新情

况 ,解决新问题 ,否定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任何固定模

式和墨守成规的观点 ,破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两种错误态度 ,抛弃了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甚至扭曲

的认识 ,从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肯定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 ,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

放、初级阶段理论、“三步走”战略、社会主义也可以

(下转第 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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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理论的质的飞跃。

两分法达到了当时对于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最

高成就。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和实践

经验有限 ,也由于受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束缚 ,两分

法尚不可能全面、深入地提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理

论 ,其理论不完善在所难免。

把制度建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本 ,抓

住了中国社会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 ,着眼于消除和

化解社会矛盾的客观条件 ,为正确解决矛盾指明了

方向 ,从而标志着中国解决社会矛盾方式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

这些年中国社会许多矛盾得到了缓解 ,根本上

是体制改革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和不断完善推动了生产力日新月异地发展 ,全社会

绝大多数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因此得到了显著改

善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法制的逐步完善 ,党

和政府领导的改善 ,文化上对内和对外开放等一系

列的改革 ,使人民的主人翁地位逐步得到体现 ,人们

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社会过去积累起来的尖

锐矛盾得到了根本缓解 ,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

了的基础。

当然 ,也应清醒地看到 ,一方面 ,中国社会还存

在着许多社会矛盾 ,甚至一些矛盾出现了暂时激化

的现象: 如农民负担过重 ,下岗工人增多和就业困

难 ,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群、干群关系紧张 ,企业和社

会成员信用度降低、行为失范等。 这些问题直接、简

接与中国体制不完善有关。另一方面 ,在发展中也会

出现新矛盾 ,原有矛盾也有升级的可能性。因为我们

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这两方面要求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邓小

平同志制度建设的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加强制度建

设 ,努力探索减轻社会矛盾的新方式、新途径 ,制度

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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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论等 ,他在理论和实践上

能够冲破禁区、突破陈规、开拓创新 ,正是来自于解

放思想、事实求是赋予他的无畏勇气和远见卓识。邓

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集中表

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 邓小平把社会

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是一个伟大创举 ,是对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根据邓小平关于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

经济的重要思想 ,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的创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党的十

四大正式确立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在总结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 ,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 ,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

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非公有

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使经济

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 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

的贡献 ,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论上。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是对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它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

解不同的是 ,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个基本

范畴 ,并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高度给

出了新的表述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创立 ,反映了人

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 ,澄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

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 ,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

某些陈规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 ,深化了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 邓小平深刻地考察了中国

国情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对经济文化不发

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的定位 ,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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