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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报主办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理论座谈会”8 月 19 日在京召开。适逢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之际，国内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追寻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经济思想脉络，畅谈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与会者在深情缅怀世纪伟人邓小平的

同时，对步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和全面深化改革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现将与会专家学者发言摘要刊出，以飨读者。

“邓小平经济思想理论座谈会”发言摘编

邓 小 平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十 分 丰 富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关 于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的 理 论 。 由
于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发 展 市 场 经 济
是 史 无 前 例 的 伟 大 创 举 ， 没 有 先 例
和 模 式 可 供 借 鉴 ， 需 要 我 们 一 步 一
步 地 探 索 ， 在 实 践 中 寻 找 其 客 观 规
律 性 。 因 此 ， 邓 小 平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理 论 是 在 中 国 改 革 和 发 展 实 践
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已取得巨大成绩，现在我国已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进入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行列。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邓小平说，

“恐怕再有 30 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
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
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的决定及其实施，将使邓小平
的上述设想变为现实。而且这个制度
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
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制度。

就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来
说 ， 是 能 促 进 和 保 证 中 国 经 济 转 型
和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 跳 出 “ 中 等 收 入
陷 阱 ” 顺 利 进 入 高 收 入 国 家 行 列 、
进 而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的 制 度 体 系 。 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提 出 ，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是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重 点 ， 核 心 问 题 是 处 理 好 政
府 和 市 场 的 关 系 ， 使 市 场 在 资 源 配
置 中 起 决 定 性 作 用 和 更 好 发 挥 政 府
作 用 ； 混 合 所 有 制 经 济 是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的 重 要 实 现 形 式 ， 以 管 资 本 为
主 加 强 国 有 资 产 监 管 ， 国 有 资 本 投
资 运 营 要 服 务 于 国 家 战 略 目 标 ， 更
多 投 向 关 系 国 家 安 全 、 国 民 经 济 命
脉 的 重 要 行 业 和 关 键 领 域 ， 重 点 提
供 公 共 服 务 、 发 展 重 要 前 瞻 性 战 略
性 产 业 、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 支 持 科 技
进 步 、 保 障 国 家 安 全 ； 建 立 公 平 开
放 透 明 的 市 场 规 则 ， 各 类 市 场 主 体
可 依 法 平 等 进 入 清 单 之 外 领 域 ， 推

进 水 、 石 油 、 天 然 气 、 电 力 、 交
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
性环节价格，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
地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
机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
宏 观 经 济 稳 定 ，加 强 和 优 化 公 共 服
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
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
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等。这
些理论和指导原则，都是对邓小平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特 别 是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并
且 在 落 实 过 程 中 进 一 步 解 放 和 发 展
了 社 会 生 产 力 ， 从 而 把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新的阶段。

把邓小平经济理论推向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卓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改革开放
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发展起来的，
其奠基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

有 8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邓小平亲笔写的《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
告的提纲中，他提出：“自主权与国家计
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

（产品质量）来调节。”“自主权”这 3 个
字很简单，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撕开了
一个口子。后来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突破。

第二件事，1979 年，邓小平在会见
外宾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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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第三件事，1983 年，邓小平与江苏
省委负责人座谈，在听到苏州社队企业
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
时，邓小平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第四件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
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
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
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
标。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
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
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由于这个
决定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
的传统观念，对于后来进一步提出和形
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体制，具
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五件事，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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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件事，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
责同志谈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时
鲜明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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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断，
在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第七件事，有人对市场经济的改
革提出“姓社姓资”的质疑，邓小平
经过深入思考，提醒大家：“我们必须
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
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
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
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
么回事。”特别是在 1992 年的“南方
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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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为我们党在十四大创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
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八件事，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
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而且说“深
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邓小
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这样明确的表态，使得我们
党从十四大开始，以积极自觉的态度投
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理
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传统的理论中，无论是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
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
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
的科学论断，突破了这种经济理论的固
有观念及其思维定势。

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工作要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强调
的重点是我国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
义社会，但生产力落后，社会主义还没
有取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社
会 主 义 的 根 本 任 务 是 发 展 社 会 生 产
力。也就是说，邓小平提出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主
义社会的生产力，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邓小平破解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
的钥匙，是他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
认识。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坚持“三个有利于”是衡量改革
成败得失、成效大小的根本标准和

“试金石”。
判 断 改 革 开 放 中 一 切 工 作 得

失、是非、成败的标准主要看：是
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
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 。 如 何 看 待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成
效？我认为，并不仅仅在于具体的
改革举措是什么。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方向往前走，在这一过程
中 ， 衡 量 改 革 成 败 得 失 和 成 效 的

“ 试 金 石 ”， 仍 是 邓 小 平 同 志 讲 的
“三个有利于”。有人提出，具体措
施可能短期内达不到提高生产力、
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
那是否有近期的衡量目标？当然，
我们可以提出近期性目标。比如，
有一个标准就是，是不是真正触动
了大家都认为确实应该改的、阻碍
了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环节？
衡量改革成败得失和成效大小，最
终都要落到“三个有利于”上面来。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是达成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制度保障和重
要的战略抉择。以我们最近热议的几
个 话 题 来 看 ， 一 是 “ 中 等 收 入 陷
阱”。我们很多欠发达地区面临的是
能不能跨越“低收入陷阱”的问题，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在已经面临的是

“高收入陷阱”问题。我们整个面临
的不是简单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所能描述的。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
认识到国内较大的区域差距，其次要
认识到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二是

“穷则思变”。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认为，只
有改革开放才能使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和资源调度的合理机制朝
着“三个有利于”的方向发展。

总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改革开
放的重大战略抉择，是确保中国现代化大门永远打开、不至于
封闭的根本的“指路明灯”。

坚持

﹃
三个有利于

﹄
这块

﹃
试金石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卢中原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
之际，我们重温“南方谈话”，倍感亲
切，也更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

邓小平同志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我
们全面深化改革仍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第一，“南方谈话”从历史发展动
力 的 高 度 ， 提 出 “ 革 命 是 解 放 生 产
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
志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
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
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
重大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
的 认 识 。 针 对 姓 “ 资 ” 姓 “ 社 ” 问
题，邓小平提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
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
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力 ， 是 否 有 利 于 提 高 人 民 的 生 活 水
平。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
邓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
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开放
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
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
点 闯 的 精 神 ， 没 有 一 点 ‘ 冒 ’ 的 精
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
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
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同志的这番话语
重心长，当前我们的改革已进入深水
区和攻坚期，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与体会。

第二，“南方谈话”强调改革要
打破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束缚，提
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计
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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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 1979 年会见外宾时，他提出：“市
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同
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为党的十四大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定了基调，而
且 “ 南 方 谈 话 ” 以 来 的 经 济 体 制 改
革，也始终是围绕正确处理“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展开的。去年召开的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强调经济体制
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由此足见邓小平同志具有非凡的
洞察力与远见卓识。

第三，“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本
质论出发，提出要消除两极分化，实
现共同富裕。在“南方谈话”中，邓
小平同志是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
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出来的。不过
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共同富裕，并不是
指要搞平均主义。他强调，实现共同
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共同富裕并

不意味着各地区以及所有社会成员同
时 富 裕 。 邓 小 平 同 志 关 于 “ 共 同 富
裕”的思想，对于我们解决贫富差距
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南方谈话”强调必须注重
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要坚
定 不 移 地 对 外 开 放 。 邓 小 平 同 志 提
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
题，应当抓住难得的机遇对外开放，
利 用 有 利 的 国 际 条 件 集 中 精 力 搞 建
设。他主张通过对外开放来冲击传统
的旧体制与旧观念，以促进改革和发
展。自“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真正
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
增长突飞猛进，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伟人已逝，斯言长存。我们应当
牢记 邓 小 平 同 志 “ 南 方 谈 话 ” 的 嘱
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领导下，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坚
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不
动摇，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

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经济思想中包
含着充满智慧的改革方法论，比如，“摸着石头过河”。

渐进式改革包含了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
想。以“价格双轨制”改革为例，计划经济时期，绝大多数
商品都是需要凭票证购买的。如何改革？我们采取放调结合
的办法，逐步让价格达到市场均衡水平。什么是市场均衡水
平？我们先放开一部分非必需商品的价格作为参照，就逐步
了解到市场均衡价格。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时，人们发现，市
场上基本上所有的产品价格都由市场决定了。夸张点说，我
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价格改革。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把我国和周边国家以及地区经济
增长作比较，我们要快得多；与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上世
纪 90 年代我国经济总量超过了 6 个发达国家；与一些金砖国
家比较，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好得多。事实证明，掌握
正确的改革方法论，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

近年来，中央提出了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的新思路。这
与“摸着石头过河”并不矛盾。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例子，可以了解两者之间既不同又有衔接的关系。

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些地区出现时，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随着农村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逐步铺开，中央文件也不断扩大了对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程度。1984 年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已呈现燎原之势。随后，人民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
村。这个改革过程非常快。但实际上整个改革过程中体现的
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
革之所以迅速被接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项改革是典型的

“帕累托改进”，改革中有明确的群体受益，但又没有别的群
体利益受损。从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展来看，这种改革机会已
经很少了。

在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的时候，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新的
阶段。顶层设计很重要的意图就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讲，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
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认为，从顶层设计看，今后思路更
多的是突破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

邓小平“南方谈话”意义深远
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 王东京

从“摸着石头过河”谈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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