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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

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是全党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

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实践证明，邓

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的时代精华，是我们应该学习和

研究的正确理论。

第一，理解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新问

题、新情况要求学好邓小平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

战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

速发展。２０１０年我国ＧＤＰ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

二位；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比较贫穷到温饱、由温饱到

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等事件都标志着我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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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竞争力的迅速提高。总之，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

长、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防和

军队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可以

说，中国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指

导。学好邓小平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我国在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方针、政策，从而更加

珍惜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人民

收入差距问题、经济效益和质量问题、社会各阶层矛

盾等尖锐问题。学好邓小平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

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立足于我国处

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并

解放思想，事实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认识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

种新情况、新问题，从而更加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和立

场，坚定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第二，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学好邓

小平理论。

我们担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创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责任。邓小平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成果。因此，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完成伟大的历史使

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学好邓小平理论能够提高我

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认识问题、分

什么是邓小平理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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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问题的能力；学好邓小平理论能够增强我们在未来

学习、工作中的责任感，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

觉意识、主动意识、创新意识，为未来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

基础。

第三，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我们学好

邓小平理论。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形势

不断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趋势。同时，世界的经

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纷繁复

杂。在此情况下，青少年如何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

如何认清世界发展的总趋势，都需要邓小平理论的指

导。因为邓小平理论阐明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总趋势，

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学好邓

小平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提高思

想理论水平，激发我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

革命精神。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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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
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理论

（ 一）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

师。他以高超的领导智慧和改革创新的胆略，对中国

改革开放事业作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性把握，创

立了改革开放理论。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不朽之作。

１．邓小平与改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改革开放是新

时期党的历史上最具鲜明特征的重要决策。十一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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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锐意改革，努

力奋斗，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使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

史性的巨大变化。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

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

之路。

邓小平在由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 《邓小平

文集》一书的序言中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

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的深情告

白。他的一生，总是把 “人民拥护不拥护” “人民赞

成不赞成” “人民答应不答应” “人民高兴不高兴”

“人民满意不满意”放在心中，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

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邓小平始

终尊重人民的选择，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改革初

期，邓小平就大力倡导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深

入基层，了解和总结群众事件的经验教训。１９７８年

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１８户农民签订了包干到户

的生产岗位制合同书，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打破了旧的经济体制。凤阳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粮食丰收，三年跨了三大步。１９８０年４
月，邓小平在邀请中央有关领导谈话时对包产到户给

予肯定，他认为，政策一定要放宽，使农民们真正做

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

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

什么是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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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到组，有的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

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此，改革首先从农村举

起了大旗。之后，邓小平指出：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

次革命。”① “不改革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

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② 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

下，我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改革从农村到

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科技、

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犹如滚滚春潮，波澜壮阔，极大

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全面

进步。

２．邓小平与对外开放

历史上，我国曾有过闭关自守的惨痛教训。对

此，邓小平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

一招。”③ “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状态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

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④ 开

放有两个内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只

是对西方国家开放，而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

有类型国家开放。中国要谋求发展，就 “必须大胆吸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理论

①

②

③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１３．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３７．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６８．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７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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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

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

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进行

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

界。”① 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世界基本特征的概括。

在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大力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要求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

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

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新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加快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党中央在总结经验、解放思想

的基础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邓小平指

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② 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

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３０多年来，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我国

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就是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坚持

什么是邓小平理论

①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６４．
郭加复．邓小平———走自己的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１９９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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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项基本原则，从而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维

护了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是在邓小平对外开

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地区迅速从沿海发

展到沿江、沿边直至内地，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

最多的国家，大大弥补了我国资金的不足，加快了需

要巨额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

了基础。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给予兴办经济特区以

极大的关注和指导，实践证明，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

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五个经济特区不仅使我国经济

得到了迅猛发展，建立起开放型经济，初步形成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很好地发挥了技术、管理、

知识、对外开放的 “窗口”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中产生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邓小平是伟大的，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具有

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能够从宏观把握改革开放，成

就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他身上具有的普通人所不具

有的独特品质，使他成为改革开放理论的创立者。历

史证明了改革开放理论的正确，也证明了邓小平的

伟大。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在经历了３０多年曲折发展之后，以邓

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的重要决

策。从闭关建设转向对外开放，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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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从此长期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中国被推向世界

发展的大潮之中。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的蓬勃发展，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在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过程中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正是邓小平

对外开放思想的深刻内涵。

（ 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伟大杰作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

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

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１．伟大杰作的形成

从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到１９８２
年党的十二大的召开，邓小平就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观点，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二大提出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

什么是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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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后，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

开始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改革，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也逐

步形成。邓小平和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

点，实现了理论上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到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

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确立体系的时期。

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理论。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南方谈话

的基本精神，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抓住时

机，加快发展的任务。党的十四大报告对邓小平 “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和关于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已经走向

成熟，形成体系，同时也表明它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地

向前发展。

２．伟大杰作的内容

贯穿邓小平的伟大杰作———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

想是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邓

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理论围绕 “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提出

了一系列观点，第一次系统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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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围绕 “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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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论

断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把对社会主

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

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

国情，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一基本国情为依

据。这使我们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认识，使

我们的方针政策都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

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

决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提出，在坚持公

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

补充的基础上，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活力。

除了上面指出的几个方面外，邓小平理论体系还

什么是邓小平理论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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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等理论。总之，邓小平对一系列问题都给予了独创

性的解决，指引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独树一帜，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既超

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传统模式，又超越了当代西方

的种种社会发展理论。

（ 三）邓小平理论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既

要继承前人，又要突破前人。邓小平同志继承毛泽东

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

的政治智慧，领导党和人民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也就是一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探索与

实践过程中，邓小平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科学指南。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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