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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X阝 小平提出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这一思想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具 有重大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第 一 ,奠 定 了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 ;第 二 ,推 动 了我国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第 三 ,是 对马克思主

义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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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今年 8月 22日 是邓小平诞辰 100周 年纪念 日。

面对我国改革开放 ⒛ 多年来的辉煌成就 ,面对我国

近年来国际地位的崛起 ,我们无不深情地怀念这位

伟大的历史巨人。本文仅就邓小平突破传统所有制

理论的限制 ,积极倡导、鼓励、支持我国发展非公有

制经济的思想及其重大的历史贡献作一论述 ,以 资

纪念。

- 邓小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批判所谓的
“
资本主义尾巴

”
,强调大力发

展农村副业和集市贸易

新中国建立后 ,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

领导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苏联社会主义革

命与实践的基本经验 ,逐 步建立了以国有经济和集

体经济为主的、单一的公有制 ,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

经济命脉 ,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 ,建立

起国民经济的基本体系 ,为新中国的
“
四个现代化

”

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 ,由 于毛泽东对

马克思、列宁有关所有制理论的教条式理解 ,担心在

我国发展农村个体经济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 ,因 此 ,

在实践中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

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批判农村中的
“
三 自一

包
”
;认为公有制的规模愈大 ,愈能保持社会主义的

纯洁性 ;小集体所有制必须向大的集体所有制、甚至

全民所有制过渡 ,这种过渡愈快愈好 ;农村中的自留

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是
“
资本主义尾巴

”
,应 当

尽早割掉。在这些思想及政策的指导下 9一 些地方

出现了种种奇谈怪论 :说在屋前房后种植蔬菜瓜果

是发展资本主义 ,说农民养 3只鸭或鸡就是走社会

主义道路 ,养 5只 鸭或鸡就是发展资本主义⋯⋯针

对这些谬论 ,邓 小平在 1978年初批评道 :“ 我在广东

听说 ,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就是社会主义 ,养 五只鸭就

是资本主义 ,怪得很 !农民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 ,怎

么能行 ?” [1](狃 页)为 此 ,他大胆地提出要纠正这

些错误观念和政策 :“ 农村政策、城市政策 ,中 央要

清理 ,各地也要清理一下 ,自 己范围内能解决的 ,先

解决一些。
”
[1](54页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 ,1978年

以后 ,我 国农村政策开始调整 ,农村副业、种植业、集

市贸易逐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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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鼓励发展城市私

营企业

和农村一样 ,在城市中 ,随着公有制经济的随意

扩大和私营经济的取消 ,到 1978年 ,我 国城市中的

私营经济企业除了个别小商小贩外 ,其他具有规模

的私人企业已经基本消灭。1979年初 ,邓 小平在同

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提

出要落实城市工商业者政策 ,发挥工商业者的作用 ,

鼓励他们办工厂。他说 :“ 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

用 ,有 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 ,能干的人就当干

部⋯⋯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

人管理企业 ,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要落实对原

工商业者的政策 ,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

早已不拿定息了 ,只 要没有继续剥削 ,资本家的帽子

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 ,工商界还有钱 ,有 的

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 ,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

汇 ,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

总之 ,钱要用起来 ,人要用起来。
”
[2](156— l彐 页)

在 1979年以后 ,我 国城市中的私营企业逐渐恢复、

发展起来 ,特别是流通服务性行业恢复发展最快。

(三 )吸引国外资金到中国办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 ,由 于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

政治、军事高压 ,特别是断绝与我国的经济援助和贸

易 ,也由于他们别有用心地在广大华侨中宣传、恐

吓 ,加 之 ,我 们采取了一些极
“
左

”
的政策等 ,因 此 ,

在 1978年前的近 30年 中,在 我国土地上没有一家

外国私人企业。因而只有依靠本国有限的资源、资

金、技术和人才来搞建设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面对这种状况 ,邓小平坚

持马克思、列宁利用资本主义
“
砖块

”
来建设无产阶

级的大厦的科学观点 ,提 出了要大力吸引国外资本

到中国办工厂 ,以 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思想。

19T9年 1月 ,他提出:由 于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

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 ,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 ,因此
“
门路要多一点 ,可 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华

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
”
[2](156页 )。 1980年

4月 ,他在接受卢森堡电视采访时又提出要与外国

搞合资经营。他说 :“ 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

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 ,我们叫合资经营 ,这种方

式 ,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

要等我们法律完各后再同我们合作。
”
[丬 (1s。-1“

页)在邓小平的指示下 ,中 央制定了一系列的引进外

资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促进了外国资本向我国逐步

流入。

(四 )创办经济特区,吸收外国资本

邓小平在积极鼓励、支持我国采取对外开放的

政策的同时 ,他又首先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我国兴

办的经济特区,就是划出一定范围的土地 ,在对外经

济活动中采取更加灵活的开放政策 ,以 便创造良好

的投资环境 ,鼓励和吸引外商兴办企业或其他事业 ,

以创造∷定的经济效益。邓小平指出兴办特区对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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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 ,获

得知识 ,学到管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 ,不仅在

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 ,而且会扩

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
[3](51-52页 )。 为此 ,邓 小平

早在 19gO年 10月 就提出要创办经济区。他说 :“ 我

们把广东、福建当作特殊地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

方设立一个特区,欢迎各国的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 ,

参与那里的竞争。
”
[1](1TO页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 ,

我国首先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

区,尔后 ,又 开放了 14个沿海城市 ,为 引进外资提供

了良好条件。

通过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邓小平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 ,在农村中大力发展自

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个体经济 ;第 二 ,在城

市中允许创办私营工商企业 ;第 三 ,大力引进侨资、

外资到国内创办企业 ;第 四,创 办经济特区吸引外国

资本和技术。

二 邓小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观点的提

出,对我国经济、政治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

和对传统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一 )奠定了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

自从 1978年初邓小平提出在农村要大力发展

家庭副业、集市经济 ,保 留和扩大自留地 ,批判所谓

的
“
资本主义尾巴

”
,以 及关于在城市中发展个体私

营企业等指示后 ,以 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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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加以贯彻。

1978年 12月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最重要的

是 :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

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 ,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1981

年 6月 ,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明确地指出,国 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

基本的经济形式 ,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

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备种经济

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

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以后又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

暂行条例》,从法律上对非公有制企业加以保护。

1982年 9月 ,党 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又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六中全会认识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报告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

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 ,

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只有多种

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 ,才能繁荣城乡经济 ,方

便人民生活。19泓 年 10月 ⒛ 日,《 中共中央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时又对中外合资、合作经

济 ,外商独资经济的性质作了定性 :利用外资,吸引

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

资企业 ,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

充。1987年 10月 25日 ,中 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更加

肯定了外资经济的性质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

一认识 ,并且对外资的性质及利用原因作了分析和

定论 :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

业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应当切实保护国外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邓小平和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所有制结构

的认识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明 确了我国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从

中国的实际出发 ,把 马克思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

体实际结合 ,走 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

经济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以公有制

为主体 ,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

济的发展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19S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 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发展非公有

14

制经济的思想 ,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继承和发展 :

首先坚持了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

补充的论断 ;其次 ,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

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

明确提出 :公有制为主体 ,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今年 3月 ,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改

草案 ,明 确提出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

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国 家鼓励 、支持和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⒛ 世纪 gO年代以后 ,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崛起 ,成为我国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已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些

成就的取得都得益于邓小平在所有制经济理论方面

的突破。

(二 )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1978年 以前 ,由 于限制个体经济的发展 ,特 别

是取缔农村 自留地 、集市贸易 ,片 面追求
“-大 二

公
”
,快速向全民所有制升级等 ,因 此制约了生产力

的快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由 于允许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

经济的进人和发展 ,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 ,从

少到多 ,从小到大 ,成 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工业总产值 1978年 几乎为零 ,而 到 1990年达到

近 ⒛00亿元 ,占 当年工业总产值的 9.8%左右。

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从而形成了

竞争格局 ,促使公有制经济向质量 、效益方向发展 ,

促进公有制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加速人才培养、

技术改造 ,使公有制企业 ,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面

貌由之焕然一新 ,一批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开始进军

国际大市场 ,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迈上了新的台阶。

第一 ,从 纵 向来看 :工 业 总产值 由 1978年 的

4237亿 元上升到 1990年的 21586亿元 ,增 长了 5.2

倍。

第二 ,从横向来看 :从 1979年 到 1989年 11年

间 ,国 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 ,美 国为 2.6%,日

本为 4.3%,联邦德 国为 2.1%,中 国则为 9.1%。

1979年到 1990年 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 ,美 国

为 2.2%,日 本为 4。 l%,联邦德国为 1.9%,中 国则

为 12%[4](568页 )。

第三 ,从单项产品来看 :1978年 以前 ,我 国钢

材、水泥、电力、化肥、原油等涉及人民群众日常的生

活用晶十分匮乏。而到了 1990年 ,我 国的工农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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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品的产量在世界各国中所 占位次有 明显的提

前 :钢产量上升到第 4位 ,原煤上升到第 1位 ,原 油

上升到第 6位 ,发电量上升到第 4位 ;粮食上升到第

1位 ,棉 花、猪羊牛肉上升到第 l位 ;我 国国民生产

总值也随之上升到了世界第 8位 [4](568页 )。

虽然上述比较只具有相对意义 ,因 为这其中包

含着若干不可比的因素。但是 ,有 一个基本事实是

明确无疑的 :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

快的国家之一 ,中 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在

扩大 ,而是在逐步缩小 ;生 产力发展迈上了快车道 ,

为 zO世纪 ⒇ 年代及以后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当然 ,这些成就取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

是 ,其 中经济体制改革 ,特别是允许个体、外商等非

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是重要因素之一。

(三 )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和发

展

马克思、恩格斯 19世纪中叶主张在未来社会主

义社会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恩格斯在 1847年

写的《共产主义原理》指出 :“ 私有制也必须废除 ,代

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

配产品 ,即 所谓财产共有。
”
[5](217页 )1867年 ,马

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 1卷 ,在第一章
“
商品

”
的第

四节
“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
中,首 次提出在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论

断,他说 :让我们
“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 ,他 们

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 且自觉地把他们许

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

里 ,鲁 滨逊的劳动的一切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

身上 ,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
”
[6](95页 )。 这里说

的
“
自由人联合体

”
和

“
公共的生产资料

”
,就是指由

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单一全民所有制 ,也就是

说 ,公有制只能采用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社会范围内

共有一切生产资料 ,而不能存在排他的所有权。这

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

革命胜利后 ,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为背景 ,从历史发

雯的总趋势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公有

制所代替的规律性 ,对 未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

制的一种预见性设想。

列宁在 19⒛ 年5月 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
左派

”
幼稚病》中,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

说 :“ 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生产 ,而 小

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 ,无产阶

级专政是必要的。
”
[7](181页 )列 宁在这里主要是

对十月革命以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俄国的

小生产的分析 ,他指的不是小生产的全体 ,而 是其中

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一部分 ,而且 ,列 宁在这里讲的
“
小生产

”
是指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

可是 ,在我国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任务完成后 ,党内对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有

时是错误的。⒛ 世纪 70年代 ,毛 泽东在谈到对资

产阶级专政理论时 ,引 用 了列宁的这段话 :“ 列宁

说 ,‘ 犭、生产是经常地、每 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

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

并且说 :“ 工人

阶级一部分 ,党员∵部分 ,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

中 ,机关工作人员中,都 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的。
”
[8](455-456页 )毛 泽东显然误解了列宁的原

意。把社会主义改造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小

生产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依附于社会主义集体

经济基础之上的小生产混为-谈。由此 ,他 制定了

一系列不正确的城乡经济政策 :第 一 ,认 为公有制规

模愈大愈能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 ,小集体所有制

必须向大集体所有制 、以至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这种

过渡愈快愈好 ;第 二 ,商 品生产、交换和旧社会差不

多 ,必须限制 ;第三 ,应 尽早割掉 自留地、家庭副业、

集市贸易这些
“
资本主义尾巴

”
,城 乡个体劳动者的

商业和服务行业被取消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 邓小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 ,纠 正了上述错误

观点和政策 ,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不

但允许、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而且允许

外资进入我国。邓小平分析道 :“ 公有制是主体 ,外

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 ,就是外资部分 ,我们还可以从

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 !多搞点
‘
三资

’
企

业 ,不要怕⋯⋯因此 ,‘ 三资
’
企业受到我 国整个政

治、经济条件的制约 ,是 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

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
[3](372-373页 )

实践证明 ,这 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在理论上是对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创造性发展 :第一 ,

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

制的原则 ,以及列宁借用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来建设

社会主义的思想 ;第二 ,否定了毛泽东对列宁关于小

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误解而制定的错误政策 ;第

三 ,提 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 当允许非公有制

1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经济存在和发展。这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快速发  展 ,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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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ng Xhoping’ s Non■Pub1k

Economy DeVeIopment Thought

XU Li
(Edi1orh1oⅡ 忆e of Mao zedong Thought study,s忆 huan Provincid social Soences Academy,Chengdu,S忆 huan610071,China)

Abstract:Deng Xiao-ping advances the theory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non-public economy。  It     Ⅱ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lcance to the socialist cause of Chinese characteritiCs: 丘rst,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Lry’ s non-public economy; second, it drives forward

the counuγ
’
s productivity at high speed; third, it is the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ownership。

Keywords:Deng Xiaoping; non-pubⅡ c economy;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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