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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邓小平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

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功勋彪炳史册、永励

后人。”“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勋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是深刻的、长远的。”

时代通常指称人类历史发展因社会性质不同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社会

形态，同时也指称同一“大时代”中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具有重要历

史影响，往往以重要人物、重大事件或者标志性表述命名。在中国历史上，

尤其是中国当代史上，有这样一个时代：中华民族以其伟大觉醒开始了一

次蓬蓬勃勃的伟大创造和变革，古老的中国又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人民向富裕安定的小康生活加速迈进，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实现了具

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了伟大复兴的历史

目标。这是邓小平为中国开辟的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是

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创造者、领导者和推动者是邓小平。邓小平睿智地洞

察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变化，把握了时代的发展趋向，找到了顺应时代规律的

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动力，科学回答了时代之问。在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之

际，我们缅怀纪念他的历史贡献，总结这个伟大时代的宝贵历史遗产，对于走

好新时代新征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
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
党人经历战争硝烟之后，特别是十年内乱后
中国经济濒于崩溃之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
问题，也是源起于新中国成立、贯穿20世纪
到21世纪最强烈的时代之问。邓小平一针
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
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
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
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水平标志着一个国
家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放眼20世纪70年
代的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开了。
邓小平说，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
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
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978年，
中国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
镇人均住房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5平
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户几乎占到城
镇总户数的一半。“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
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
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不要
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
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
强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成革命任务之后根
本的历史使命。“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
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

解放生产力，就是要“把经济搞活”，改
革开放就是“搞活”。邓小平指出，“我们过
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
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
捆起来了”。改革首先在农村启动，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
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而在城市，探
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改革，
给企业松绑，把企业从僵化的体制下解放出

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硬是在传统的自然
经济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中挤出一条缝隙，迎
接市场经济的曙光。同时，为解决知青返城
大潮带来的就业压力，“个体户”如雨后春笋
般成长起来。由此，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
打开一个个缺口，商品市场开始活跃起来。
新实践带来新认识，在1984年“社会主义经
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理论提出时，邓小平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
经济学的初稿”，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
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说出了老祖宗没
有讲过的话。“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
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
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
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
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
邓小平引领和推动下，我国开启从生产力相
对落后向经济快速发展跃升、人民生活从温
饱不足向总体小康跨越的新局面。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
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
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
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
代”，“‘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
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发展史上，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具有高度通约性。然而
历史没有完全按照理论的逻辑前行，中国
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既然
市场是现代社会中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
那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否突破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历史定论而开启市场
经济的新实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核心就在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的实践的可能性与现实性。1979年邓小平
在接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
搞市场经济”。1991年他视察上海时说，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
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
服务”。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
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造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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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断石破天惊。在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我们找不到与
此对应的理论支撑，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
没有成功先例。邓小平以唯物主义的惊人
胆识，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固有观
念和思维定式，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崭新视野，刷新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
认识，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由此所
决定的所有制组织形式的改革、分配体制的
改革，企业管理体制、贸易体制、金融体制、
粮食购销体制、价格体制、对外开放体制的
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极大地激发
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

解放与创新。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3679亿元。到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
万亿元。改革，使生产力发展如地下泉水喷
涌而出，中国经济突然加速跃上了一个新阶
段。中华民族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蜕变，实现
了一次思想的大突破、大解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完成了一次壮丽的跨越、一次伟
大的创造。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继续传递改革
的接力棒，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
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
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
旗、走什么路的再宣示，彰显了将改革进行
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两次大的中西相
遇。第一次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
争打开了中国大门，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
前，中国全面败下阵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
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敏锐地判断世界
大势，以惊人的勇气和胆识作出一个大胆的
决定，在国内改革的同时向世界敞开大门，
中国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方位开放。这是
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次中西相遇，是世界上
两大文明的再一次相逢。而这一次相遇将
彻底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世界史和
全球化的西方叙事。中国主动汇入世界历
史，成为世界性中国；世界则因中国的加入
而真正开启世界历史的一体化进程，一个超
越民族国家个体利益的人类共生共在的命
运共同体逐步生成，一个超越西方中心论的
全球化叙事开始了。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如何认识
世界？这是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国
自身作为的基本前提。1978年邓小平访问
了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基于20世
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国
际政治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邓小平对
时代主题作出新的结论。他说，“现在世界
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
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
展问题”，“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
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和平与发展是时
代的主题，这个重大判断成为中国战略谋
划，推动新型国际秩序建立、新型国家关系
建设的基础性依托。中国彻底摒弃冲突、
对抗、殖民、扩张的西方现代化的旧逻辑，
向世界展示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现代化新
图景、展开现代化叙事新逻辑。

把握住中华民族难得的发展机遇。如
何认识中国在世界的定位，第二次中西相
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邓小平说，“现在中
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
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
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走进世界，
走进全球化，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不可
错失的机遇。我们必须融入世界、抓住机

遇，踏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潮头，主动到世
界浪潮中搏击。第二次中西相遇，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与战略主动。

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邓小平说，“现
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
守是不可能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
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0世纪
70年代以后，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
伟大的革命，以科技和经济为内容的综合
国力较量也日益凸显。要在世界的博弈竞
争中取得主动，必须站上科技发展的制高
点。“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而
当时的中国“耽误了一代人的时间，影响了
二十年”，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拉大了。中国“人口多、国家大，有自己的
困难，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树立雄心壮
志，缩短这种差距。1980年中国设立了深
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之后开放
了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1988年又设立海
南经济特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
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
策的窗口”。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
变，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潮。1992年，88
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南行，给年轻的改革
开放事业以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到1997
年，我国已形成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
陆多层次、多渠道、宽领域、全方位、立体式
开放的新格局。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打开窗户到敞开大
门，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一步步稳扎
稳打、坚毅前行。

中国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中国将对
世界有很大影响。在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以
及发达的农业耕作技术、冶炼技术、造船技
术、纺织技术以及茶叶、瓷器等生活用品，都
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独特的哲学、生态、人
文思想理念，受到西方学者的推崇和赞美。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成就了西方近代文
明，推动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是全球
化最强有力的初始力量之一。“近代以来，我
们的贡献太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实现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
生活改善，中国逐渐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
要力量。 （下转第四版）

又一次中西相遇，中国主动打开大门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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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时代
——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