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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程恩富

辨证她认识邓小平的基本经济思想

一、关于市场与计划的辩证思想一 —”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
“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市场与计划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之 一 。针对我国以往高度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的弊端，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其核心思想是强调计划与市场、计划调节
与市场调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非主张实行单纯的市场调节或市场经济。

1979年，邓小平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
济。”1980年，他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 一 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
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2年，他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关
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984年，他评价包含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在内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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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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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 系列的体制改革，这
个路子是对的。”1987年，他说：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

济。 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989年，他强调“我们要继续坚待计划经
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 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 一点计划
性，而在另 一个时候多 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 一 些。 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

合。 ”1990年，他指出：＂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 计划和市场

都得要。”1991年，他再次批评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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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中又一次重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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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可知，在经济运行或经济调节问题上，邓小平思想的真正特点在于：一是自我发展，从

赞成“计划经济为主，结合市场经济“，到肯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发
展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以公开发表的《邓小平文选》 为时限）；二是概念同 一，在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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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意义上，将计划与市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三组范畴等同使用，并
视其为非制度本质的经济手段或经济方法；三是有机结合，始终如一地强调计划、计划调节、计
划经济应同市场、市场调节、市场经济有效地相结合，视目标和时点的不同而灵活的配组。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精髓和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实况来看，那种反对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的

灵活搭配运用，主张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只强调市场调节的基础地位而放弃国家调节

的主导地位，主张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等等观点，实质上是国际自由主
义保守思潮的某种反映，是偏离经济国际化和社会化本质趋势的。

二、关于原则与任务的辩证思想 －一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 ;

“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由于中国革命是在人口众多及经济和文化较落后的社会发生的，建国后面临的重要问题

便是如何尽快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均国力，使经济发展水平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因而尽管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还有可能激化，但经济建设必然成为我们
的工作中心，发展生产力必须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

邓小平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落后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依邓小平所见，“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

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 所以，社会主义必须

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是解决社会和政治等问题
的物质基础，他认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 比如落
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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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表现在发展速度

和效果上。 他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 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

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
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因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

任务与坚待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是不矛盾的，是相互促进的。科学的经济改革和开

放属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的自我调整与完善，以便在更大的程度上适应生产力大发

展的需要。

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则、特征和本质。 其一，必须坚待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与道路。他说： “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

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又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

持。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

经济改革，仍然要坚待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青 一 代尤其要懂得这一

点。”其二，改革必须始终坚待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两条根本原则。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

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总之，我们的改革，

坚待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

持社会主义。”他还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待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

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 “我们在改革中坚待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

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 ; “总之，一 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
• 38 •

• 



裕，这是我们必须坚待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其三，实行“主体 — 补充＂的社会所有制结构。
邓小平认为； “ 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 “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 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
九十以上。 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
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他还强调说明，“我们吸收外资，允许
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
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其四，实行“先富 －

共富＂的社会分配结构。在邓小平的设想中，”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

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他曾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

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
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
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
出乱子。”其五，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和三者利益的结合。邓小平强调“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
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千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
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 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
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他指出：＂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
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其六，消灭剥削两极分化，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
阶级。邓小平突出地提到：“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强调“社会主义
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
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主张“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
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
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又说： “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
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
阶级”。”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
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他总结性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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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邓小平的上述理论和政策设计，一切把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与坚待社会主义的根
本原则对立起来的观点，赞同追求盈利可以不择手段的“厚黑生产力论”或庸俗生产力论，肯定
生产力的主体是完全和永恒“ 自私人”的理论，曲解社会主义本质可以不要公有制的说法，以为
市场机制无法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观念，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和非公有制为补充的
修宪建议，主张允许两级分化和新资产阶级形成思想，忽略共同富裕并作非社会主义理解的认
识，视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为互不相容的看法等等，均不合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内在要求与客观规律，背离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科学原理。

三、关于速度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一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 ; “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
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之一，对千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尤为重要。改革前 30 年，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多，初步建立了 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
体系，社会生产、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人口激增、体制弊端和政策失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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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缘故（对外援助和备战开支也较多），使生产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迅速增长的需要，“发展 ”

或“ 高速发展”就成为改革以来的硬道理和政策体系的轴心。
邓小平从下列几个层面来阐述为何把“发展”作为硬道理。 一是确保“ 翻两番＂的需要。 他

分析说：＂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 年增百分之六的
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 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 到人民生活水平上。”

二是波浪式前进和上台阶的需要。在邓小平“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
机，加速搞几年，发现 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对千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 来
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提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
是波浪式前进。 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 问题及时调整 一下，再前进。”

三是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稳定的需要。邓小平告诫我们： “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
活水平就很难提高。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

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
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
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入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 行制度、政策的
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四是避免经济相对滑坡或落 后的需要。 邓小平认为“现在特别
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 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
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 滑坡了。”他提出：＂人们都在
说 ｀亚洲太平洋世纪 ＇ ，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
了。 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也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世界
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 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
济上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五是借鉴国际经验的需要。 邓小平
提出在上台阶”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他强调“从
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
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六是充分利用和平时间和国际斗争的需要。依邓
小平之见，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 1 

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在本世步I'及摆脱贫困状态，达到小
康水平，是可以实现 的，但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 因此，我们
希望至少有七十的和平时间。 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他尖锐地指出：＂中国 能不能顶住霸权
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
我们的发展战略。”

速度、效益、质量和结构是紧密关联的几个核心问题，正确处理和安排这些经济关系，我国
经济建设的历史上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阐述了效
益、质量和结构的重要性，提出要待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

邓小平谈到和分析了如下几个观点：第 一 ，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能蛮干。他指出要理顺
各种经济关系，“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 , “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
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 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第二，要首先
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效益。在他看来， “ 质最第 一是个重大政策” ,”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 ,”提
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千数量多。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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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批上狠下功夫。”他强调” 
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批，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第三，要持

续、稳定和协调地发展，不要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邓小平主张的“快”是有条件的，即 “ 只要是讲

效益，讲质批，…… 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

展。 ”他多次指出： “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 ; “

凡

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 ; “以后要求的速

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批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 ; ＂搞得好，
也可能为今后五十年以至七十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第四，要突出战略重点，调

整产业结构。邓小平认为：”战略重点，一是衣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他强调衣

业是根本，应当加强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薄弱基础产业的投资及骨干项目，必须像抓好经

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重视发展高科技并实现产业化。简言之，“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

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 ”

． 综上所述，正确地系统掌握邓小平关于速度与效益等关系的辩证思想，就要记住他所希望

的“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 ＂的教导、反对“增长就是一切”而不惜破坏

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或单纯以引进外资数址多少论政绩，或片面追求以数扯扩张为特征的粗放

型增长方式等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从而确立可持续发展及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观念，不

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效益，尽快实现以高科技和高管理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并在高效

益和高结构的基础上保持高速度。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单位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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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新编电脑会计》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竹德操教授主审、信息系竹宇光副教授主编的 《新编电脑会计》一

书，最近巳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并由国家教委批准为全国大专院校用教材。

《新编电脑会计》全书共19章，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电脑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国家对会计电箕化的要求。 第二部分阐述电脑会计

系统各个子系统的分析、设计过程以及电脑会计系统运行前的准备工作。第三部分阐述电脑会

计系统的运行、维护、内部控制和审计。《新编电脑会计》全书共约30万字，内容颇为详尽，每章
之后均附有复习思考题，以利千读者进行复习和加深理解。（文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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