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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论 ｜ 小 平 与 中 国 政 治 的 进 步

俞可平

（ 中共中央编译局 ，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２
）

〔摘要 〕 邓 小平领导 的 改革开放 极大地 改 变 了 中 国乃 至 世界 的 历史进程 ， 他推 动 的 重 要

政治改革包括 ： 倡 导解放思想 、 彻底否定
“

文化 大 革命
”

、 防止个人专权 和个人崇 拜 、 改 革党

和 国 家领导 制度等 等 。 这些改革 已经深 刻地改变 了 中 国 的政治 发展进程和政治文 化传统 ， 是邓

小平对 中 国政 治进 步 的 重 大贡献 。 邓 小平思考 的 关于 党和 国家领 导制度 的许 多 任务 ，
至今仍未

完成 。 完成他未竟 的 改革事 业 ， 是 后继者 们义不容辞 的 历史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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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翻开 了中 国历史的新篇章 ，
极大地改变了 中 国乃至世界

的历史进程 。 改革开放的过程 ，
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过程 ，

是包括政治 、 经济和

文化进步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过程 。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 ， 我们已经可以从多个

角度来观察它对中国历史进程 ，
甚至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意义 。

从中 国现代化进程看 ，
改革开放开创 了中 国现代化的新阶段 ，

即从先前的工业

化转变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 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 ，
它促进了中国的迅速崛起 ， 使

中 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 ；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 ， 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在当代

的新形式 ，
即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从世界历史进程看 ， 中国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

当今世界的格局 ，
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 当然 ，

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一个

人的事业 ，
它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 ，

由全体中国人民参与的民族进步事业 。 但邓小

平是改革开放大业的原创者 、 领导者和设计者 ， 他的思想 、 决策和行为有着决定性

的意义 。 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 １ １０ 周年的座谈会上所概括的 ， 邓小平对党

和人民的贡献 ，
是历史性的

，
也是世界性的 。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 ，

不仅改变了

中 国人民的历史命运 ，
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

“

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

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 ， 中 国人民才能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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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生活 ， 中华民族和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

”“

如果

没有邓小平同志 ， 中 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 ， 中 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

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

”
［

１ ］

评价邓小平的改革 ， 首先就会想到改革带来了中国的巨大经济进步 。 邓小平重

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 ， 大刀阔斧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 创立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 ， 使中国经济得以长时期

的迅速发展
， 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连续超过 ３０ 年 ＧＤＰ 年均增速超 ９％ 的奇迹 ，

使

中 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异军突起 ， 中华民族再次踏上了伟大复兴的征程 。 然

而 ，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 ， 远不止经济改革 。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密不可分 。 政治改革通

常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 没有政治改革 ， 经济改革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突破 。 正如

邓小平 自 己所说 ：

“

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

我们提出改

革时 ，
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
［
２

］

。

“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

经济

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

Ｗ
。 不仅如此 ， 政治一旦倒退 ， 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也

无法得到保障 。 所以
， 邓小平发动的改革不仅是

一

场经济改革 ，
也是一场政治改

革 ； 邓小平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
也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做出 了巨

Ｉ －
—

Ｔ
￣ ＊

－

－

ｔ
－

？ １＼

大贝献 。

概括地说 ， 邓小平推动的重要政治改革包括 ： 倡导解放思想 、 彻底否定
“

文

化大革命
”

、 防止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 、 强调民 主和法制 、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

度 ，
以及把和平与发展当作时代主题、 推行

“
一

国两制
”

、 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等等 。 这些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和政治

文化传统 ， 是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的重大贡献 ，
也应当成为未来中 国政治发展的

宝贵遗产 ， 值得后继者们牢牢铭记。

一

、 真正的改革 ， 必须解放思想

思想观念决定着人们的所作所为 ， 有什么样的观念 ， 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 。

在中国
，
观念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尤其重大 ，

所谓
“

名不正则言不顺 ， 言不顺则事

不成
”

。 政治学意义上的所谓合法性问题 ， 在中 国的政治生活 中尤为突出 。 什么事

都得有个说法 ， 要对现状有所改变 ， 那就更得有个说法 。 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意

识形态的政党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 但这恰恰符合中 国的传统政治文化 。 所以 ， 外国

人很难理解 ， 中 国的改革开放居然肇源于 １９７８ 年开始的一场
“

真理标准大讨论
”

。

邓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共 自身的特性 ， 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和转

变观念的重要性 。 他说 ：

“
一

个党 、

一个国家 、

一

个民族 ， 如果一切从本本 出发 ，

思想僵化 ，
迷信盛行 ， 那它就不能前进 ，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 就要亡党亡国 。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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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对思想解放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 邓小平亲 自领导 了
“

真理标准大讨论
”

。

在他看来 ，

“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 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

思想的争论
”  ［

５
］

。 正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 使全党从教条马克思主义和
“

两个

凡是
”

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 ， 为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 ， 理论联系实际 ，

一切从

实际出发 ，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 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

什么叫解放思想 ？ 邓小平 回答说 ：

“

我们讲解放思想 ， 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打破习惯势力 和主观偏见 的束缚 ，
研究新情况 ，

解决新问题 。

”Ｗ
他还说 ：

“

解放思想 ， 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 ， 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 就是实事求是 。

今后
，
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

，
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

” ｍ
换言之 ， 解

放思想就是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际 ， 提出新的思想观念 ，
用以取代旧的观念 ， 指

导新的实践 。 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是
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的过程 ，

有时甚至要付出

生命的代价 。 解放思想 ， 实质上也是冲破旧观念的束缚 ，
进行 自 由 的思考 。 从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 ， 解放思想就是 自 由地进行思想 。 反过来说 ， 思想解放就是思想

自 由 。 因此
，

“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 ［ ８

］

， 不发扬 民主
，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

思想解放 。

当然 ，
解放思想或 自 由思想 ，

绝不是无的放矢 ， 更不是胡思乱想 。 而是从实际

出发 ， 根据社会发展规律 ，
进行独立 自 由地思考 ， 提出与社会进步方向相一致的新

观点新理论 。 解放思想之所以对改革如此重要 ， 是因为真正的改革必定要冲破现存

的制度和思想桎梏 ， 提出新的政策 ，
建立新的制度 ，

这就必然要有新理论新思想 。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 ， 大凡真正伟大的改革 ， 无一不从解放思想开始 。

在邓小平看来 ， 对于在中国推行并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
解放

思想
“

最重要的一条
”

， 就是要搞清楚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

。

他多次说 ： 什么叫社会主义 ， 什么 叫马克思主义 ？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

完全清醒的 。 所以 ，

“

不解放思想不行 ，
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

解放思想 。 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 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

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

”￣
现在回过头来看 ， 中 国的改革开放过程 ， 完全可以说 ，

就是一个新 旧观念交替的过程 ， 是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战胜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

过程 。

二 、 不彻底否定
“

文革
”

， 就不能实行改革开放

邓小平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首要举措 ， 就是彻底否定 由毛泽东亲 自发动和领导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邓小平清楚地知道 ， 中 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都绕不开对
“

文化大革命
”

的评判 ，
不彻底否定

“

文革
”

， 就不可能有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 。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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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邓小平对
“

文革
”

的本质和危害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
而且他对

“

文革
”

的处理非常讲究政治策略 ， 但邓小平对
“

文革
”

的态度非常明确 ，
这就是

坚决 、 彻底地否定
“

文化大革命
”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邓小平认 到彻底否定

“

文革
”

的时机已经到来 。

１ ９８０ 年
，
他在会见 日 本公明党领导时说 ：

“

现在大体上可以说 ，

‘

文化大革命
’

肯

定是个错误 ，
因为

‘

文化大革命
’

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外 。

”

１ ９８ １ 年 ， 他在

会见金 日 成时说 ：

“‘

文化大革命
’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 ， 都是不正确的 。

”
［ １ １

］

邓小平

对
“

文革
”

的彻底否定 ， 集 中体现在他亲 自 主导和审定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以下简称 《决议》 ） 中 。

《决议》 正式指出 ：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至 １ 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的

“

文化大革命
”

，
使党 、 国

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

“

文化大革命
”

的历史 ， 证明毛泽东

同志发动
“

文化大革命
”

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 也不符合中 国实

际 。 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 ， 是完全错误的 。

《决议》 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错误和危害 ： （

一

）

“

文化大革

命
”

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 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

据 ， 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渚了是非 。 （
二

）
上述的是非混清必然

导致敌我的混淆 。

“

文化大革命
”

所打倒的
“

走资派
”

， 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

领导干部 ，
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

“

文化大革命
”

对所谓
“

反动学术权威
”

的批判 ， 使许多有才能 、 有成就 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 ， 也严重地混淆了敌

我 。 （ 三 ）

“

文化大革命
”

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 ， 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 ， 又

脱离了广大群众 。 （四 ） 实践证明 ，

“

文化大革命
”

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

革命或社会进步。 它根本不是
“

乱了敌人
”

而只是乱了 自 己 ， 因而始终没有也不

可能由
“

天下大乱
”

达到
“

天下大治
”

。 《决议 》 关于
“

文化大革命
”

的最终结论

是 ： 历史已经判明 ，

“

文化大革命
”

是
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 被反革命集团利

用 ， 给党 、 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
１ ２ ］

毛泽东 自 己将
“

文革
”

列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 彻底否定
“

文革
”

，
既

需要深远的历史眼光 ，
也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 放眼整个中华文 明史来看 ，

“

文革
”

的灾难与危害 ， 绝不仅仅限于
“

文革
”

的十年 ， 其毒害可能更长 。 邓小平

早就看到了这
一

点 ：

“

说
‘

文化大革命
’

耽误了一代人 ， 其实还不止一代 。 它使无

政府主义 、 极端个人主义泛滥 ， 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

”

当然 ，
全面彻底否定

“

文革
”

， 并不是说整个
“

文革
”

期间就没有
一

件值得肯定的好事 ，

“

文革
”

本身

与
“

文革
”

中发生的事情必须区别开来 。

“

文革
”

也从反面提供了惨痛的教训 ，
从

而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开放 。 正如邓小平所说 ：

“

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

和八十年代提 出 了 现行 的一系列政策 ， 就是总结 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经验和

教训 。

”
〔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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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个人专权和崇拜 ， 会给 国家带来灾难

民主法治与个人专权势不两立 ，
弘扬民主法治 ，

必须遏制个人专权。

“

文化大

革命
”

这样的历史性灾难 ， 之所以能够在新 中国得以发生 ，

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领

袖的个人专权达到 了至高无上 、 无法约束的地步 。 而个人专权的形成 ， 与个人崇拜

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
一

点 ， 他十分清楚 ，

“

文化大革命
”

这样的灾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 ，

一

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没有任何

的约束
，
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 其实 ， 像邓小

平这样的党和 国家领导人 ， 对毛泽东发动
“

文革
”

并非没有异议
，
也进行了力所

能及的抵制 ， 例如老帅们的所谓
“

二月 逆流
”

和邓小平的所谓
“

右倾翻案风
”

都

反映了党内对
“

文革
”

的抵制 ， 但这些抵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 这就说明 即

使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伟大领袖 ，
也终究是人而不是神 ，

也难免犯错误 。 当最高领

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时 ，

一旦他犯错误 ，
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灾难的

来临 。

鉴于
“

文化大革命
”

的惨痛教训 ， 邓小平及其他老
一辈中共领导人在

“

文革
”

结束后都致力于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 。 邓小平多次振聋发聩地指出 ：

“
一个国

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 ， 是很不健康的 ， 是很危险的 。

” Ｄ５
：ｌ“

权力不

宜过分集中 。 权力过分集中 ，
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 中制的实行 ， 妨

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
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 ， 容易造成个人专断 ， 破坏集体领

导 ，
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

一个重要原因 。

”

为了克服领导人的个人

专权
，
邓小平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 例如 ， 加强集体领导 ， 所有重大事项必

须经领导班子集体审议决定 ； 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兼职过多 ， 等等 。 他说 ，

一

个

人的经验 、 知识和精力有限 ， 上下左右兼职过多 ， 工作难以深入。

个人专权
一

方面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系 ，
另一方面也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不可分割 。 从人类政治发展史来看 ，
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 个人崇

拜和个人迷信势必导致个人专制和权力不受约束 ； 另
一方面 ， 凡想要实行个人专

权
，
必定要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 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 ， 邓小平深请此理 。 极为

难得的是 ， 邓小平是党内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危害认识很早的少数领袖之
一

，

早在党的八大上 ， 他就提出 ：

“

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 我们党从来认

为 ， 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 自 己的活动 中 ，
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 ，

…
…

因为这

样 ，
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

”
Ｗ

更难能可贵的是 ，

“

文革
”

结束后 ，
已经成为党内最高领袖的邓小平以身作

则 ， 明确要求
“

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
”

。 当美国记者华莱士问他 ， 为何不像其

他中共领袖那样在公共场合挂他的画像时 ， 邓小平回答说 ： 个人是集体的
一分子

，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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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不提倡挂领袖画像 ， 甚至也不赞成给他个人写传记 。 此外 ， 邓小平还致力于

从制度上和传统文化的根源上遏制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 ，

在邓小平领导下 ，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专

门就
“

坚持集体领导 ， 反对个人专断
”

做出 了具体规定。 中共 中央还专门通过了

《关于坚持
“

少宣传个人
”

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 明确规定 ，

“
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

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 、 纪念馆 、 纪念亭 、 纪念碑等建筑
”

、

“

少宣传领导人个

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
”

。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 反对个人崇拜还写进了党

的章程 ，
成为党内的重要法规。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 《 中 国共产党章程 》 在

“

党的

组织制度
”

这一节中还特别增加了这样一个条款 ：

“

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

。

这一条款至今仍然是党章的重要规定 ， 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位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

四 、 推进民主和法制 ，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 目标

遏制并最终消除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 ，
只能靠民主和法制 。 加强民主和法制 ，

是邓小平总结中 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 ， 特别是总结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验后得

出的最重要教训
，
也是他在

“

文革
”

结束复出后最重视的两件政治法宝。

民主集中制 ，
既是党的组织原则 ，

也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 。 邓小平

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 ， 认为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 ， 我们过分强调了集中 ， 而忽

视了民主 。 他说 ：

“

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 ，
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 ， 才能做到

正确的集中
”

，

“

当前这个时期 ， 特别需要强调 民主 。

”
Ｕ８

］

要保持民主与集中之间的

合适平衡 ， 今后必须更多发扬民主 。 他说 ：

“

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 ， 实行得

不够 ， 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 ， 因此 ， 继续努力发扬民主 ，
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

期的坚定不移的 目标 。

”
Ｄ９

］

党 内政治生活之所以多集中而少民主 ，

一个重要的原因
，
是中国数千年专制主

义的政治传统 。 中国缺少民主法制的传统 ，
几千年的专制集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社

会的政治生活 ，
也深刻影响了党 内的政治生活 。 邓小平说 ：

“

我们过去的一些制

度 ， 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 ， 包括个人迷信 、 家长制或家长作风 ， 甚至包括干

部职务终身制 。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 ， 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 我们

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 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 。 现在

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 的民 主制度和社会主 义法制 。 只有这样 ， 才能解决

问题 。

”
〔
２ 〇 〕

对于邓小平来说 ， 以下这一点是
“

确定无疑的
”

：

“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当然 ，
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 ，

必须一步步地前进 。 社会

主义愈发展 ，
民主也愈发展。

”
Ｕ １ ：

他多次强调 ，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 目标 ， 就是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 ，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 在他看来 ， 发展民主政治和发展经济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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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 是两项最重要的改革任务 。 他说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
＇

策 。 就国内政策而言 ，
最重大的有两条 ，

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 ，

一

条是经济上进

行改革 ，
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 像其他老一辈的 中共无产阶级

革命家
一样

，
邓小平的政治理想是 ， 在中国创造出

“

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

更切实的民主
”

。 要实现这个理想 ， 首先要
“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 保证全体人民真

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 、 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

力 ， 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

”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 。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 ， 其实质是

人民当家作主 ，
是人民民主 。 民主有诸多要素 ， 如选举、 参与 、 监督 、 权力的制约

等 ，
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是法治 。 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 ， 是现代政治文明

的本质 。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
一点 ， 他始终将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

起 。 他屡屡强调 ，

“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 。

” ［
２４ ］

为 了保障人民民主
，
必须

加强法制 。 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 ，
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 。 他说 ：

“

民主

和法制 ， 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 ， 过去我们都不足 。 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 。 没

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 ，
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

” ［ ２５ ］

五 、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在任何社会政治体制中 ， 决定政治发展状况的无非是制度和人两个基本因素 。

对于任何政治统治来说 ， 制度和人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 但制度的因素和人的因素

孰轻孰重 ， 却是区分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
一

个基本标准 。 在传统体制下
，
人的因

素重于制度的因素 ， 而在现代政治条件下 ， 制度的因素重于人的因素 。 邓小平是一

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卓越政治家 ， 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治理主要不能依靠个人 ，
而要

依靠制度 。

“

制度是决定因素 ，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 国政治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改

革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据此 ， 邓小平强调政治制度的改革 ， 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制

度的改革 ，
这既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 也是邓小平终其一生而未

完成的政治遗愿 。

不管是彻底否定
“

文化大革命
”

、 强调民主法制 ，
还是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

拜
，
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邓小平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反思 。 无论是在正

式的报告中 ， 还是在非正式的会谈中 ， 邓小平反复强调 ，
法律和制度是国家治理的

根本 。 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 ，
邓小平当然清楚人的因素在中 国政治 中的极端重要

性
，
他也因此常常说人的因素是

“

关键因素
”

。 但毫无疑问 ， 他更加重视制度的作

用 。 他解释说 ：
这

“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 ， 而是说领导制度 、 组织制度问题更带

有根本性 、 全局性 、 稳定性和长期性
”

［
２ ７ ］

。

国家的制度是
一个庞大的体系 ，

包括经济制度 、 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 在所有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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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度中 ， 政治制度是核心 ，
而在政治制度 中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又是关键 。 邓

小平看到 ，

“

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 是
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 ， 改革

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
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 。 对此

，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

识
”

［
２８

］

。 本着这样的思路 ， 对党和 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考 ， 邓小平用力甚多 ， 复

出后他
一

直没有停止探索 。 在凝聚邓小平政治改革主要思想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

度的改革》
一文中 ， 他系统地列举了官僚主义、 权力过分集 中 、 家长制 、 终身制

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政治上的弊端 ， 并且分析了产生这些政治弊端的历史和现实

．
原因 。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上 ， 邓小平不仅仅是在思想认识上重视 ， 更重要的是

将它付诸实践 。 他身体力行 ， 努力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些

最重要的制度性改革 ， 大多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推进的 。 例如 ， 恢复宪法和法

律的权威 ， 着手建立国家的法律体系 ， 开始进行适度的党政分开 ， 带头废除实际存

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 ，
从制度上禁止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 ， 转变党的执政方式 ， 终

止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 ， 努力推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 ， 等等 。

实事求是地说 ，
邓小平是

一

位现实主义政治家 ， 加上历史条件的限制 ，
在政治

改革方面 ， 他更多关注的是
“

文革
”

结束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
对中 国政治发展

的长远战略还缺乏系统的思考 。 他曾设想 ， 到 ２ １ 进纪中叶 ， 中国大陆
“

可以实行

普选
”

〔
２９

〕

， 这样的预测在他那里已经十分少见了 。 他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

许多任务 ， 至今也仍未完成 。 在今天看来 ， 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
， 特别是党和国

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上 ， 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破题 ， 而非提出成熟的解决方案 。 对

此
， 他 自 己有清醒的认识。 他从改革开放初就开始系统探索政治体制改革 ， 但直到

晚年 ， 他一方面看到 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另一方面也承认 自 己

“

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
”

［
３〇 ］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政治体制改革 ， 特别是党和国家领

导体制的改革 ， 是邓小平未竟的改革事业 ， 也是他的后继者们义不容辞的历史

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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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 ？ 第 三代领导集体 的 当 务之急 〔 Ｃ 〕
／／邓 小平 文选 ： 第 ３ 卷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１９９ ３ ：３ １ １

．

〔
１６ 〕 〔 ２３ 〕 〔 ２７ 〕 〔

２８
〕 邓小平 ． 党 和 国 家领导 制度 的 改革 〔 Ｃ 〕

／／邓 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

１９９４
 ：３２ １

，
３２２

，３３ ３ ，３４２ ．

〔
１７ 〕 邓小平 ？ 关于修改党 的章程 的报告 〔

Ｃ
〕
／／邓 小平文选 ：

第 １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

社 ，
１９９４

：２３５ ．

〔
１９

〕 〔
２ １

〕 邓小 平 ． 坚持 四 项基本原 则 〔
Ｃ

〕
／／邓 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北京 ：

人 民 出版

社
，

１９９４ ： １７６
， １６８ ．

〔 ２０ 〕 邓小平 ． 答 意 大利 记者 奥琳埃娜
？ 法拉奇 问 〔

Ｃ
〕
／／邓 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北 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３４８ ．

〔 ２２ 〕 邓小 平 ． 政治 上发 展 民 主 ，
经 济上实行 改 革 〔 Ｃ 〕

／／邓 小平文选 ： 第 ３ 卷 ． 北 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３

：１ １ ６ ．

〔 ２４ 〕 邓小平 ？ 没有安定的政 治环境什 么 事都干不成 〔 Ｃ 〕
／／邓 小平文选 ： 第 ３ 卷 ？ 北 京 ：

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３

：２４４ ．

〔
２５ 〕 邓小平 ． 民主和法 制两手都 不 能 削 弱 〔

Ｃ 〕 ／／邓 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北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１９９４

：１ ８９ ．

〔 ２９ 〕 邓小平 ？ 会见香港特别 行政 区基本法起草委 员 会委 员 时的 讲话 〔
Ｃ

〕
／／邓 小平文选 ：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３ ：２２０ ．

（ 责任编辑 廖子夏 郭 丹 ）

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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