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五章  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导读 

原著内容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 

（1980 年 4 月——5月） 

一 

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

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 

（一九八○年四月一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二 

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

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

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

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

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 

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而“四人帮”怎么说呢？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

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

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所以，林彪、“四人帮”

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

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

相称。所以，从去年起，我们就把工作着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我们要把这条路线

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

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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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年四月十二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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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

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

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

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

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这十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

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的谈话） 

四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

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

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例如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

地区过去粮食能够自给，后来却不行了。当然，城市人口增加是一个因素，但不

是主要的，主要是脱离了当地的客观经济现实，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按经

济规律办事。这样制订出来的政策就不能调动积极性。最近一二年来，我们强调

因地制宜，在农村加强了生产组的与家庭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生产成

倍增加。 

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

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

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

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

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

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

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后来，在一九五八年，

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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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

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所以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的

调整。总之，我们现在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

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

行，人民不相信。 

（1980 年 5 月 5 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 

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11－31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导  读 

一、相关历史背景 

1956 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我国

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

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开

拓，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理论成果。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由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认识上没有完全搞清楚，

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在思想认识和实践中出现一些失误。其中一个错误就

是在不断发展的“左”的思想主导下，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

试图通过提升生产关系中“公有”、“国有”的程度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

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片面强调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性，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性，把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都打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烙印，拒绝承认和接受资本主义

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应当继承和吸收的人类文明成果。这种“左”的思想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被推向极端，出现了从根本上颠倒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

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谬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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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致力于拨乱反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的思想，说明生产力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要物质前提。所以邓小

平在 1980 年前后在多种场合强调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二、《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内容和意义 

1．《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内容 

这篇文章是对邓小平在 1980 年间几次接见外宾时谈话的收集和整理，全文

共分 4个部分。邓小平通过总结中国建

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阐明“社会主

义社会首先要发展生产力，才能表明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基本观点。

具体而言，邓小平主要提出了以下重要

观点： 

第一，要正确认识革命。革命不仅

是搞阶级斗争，发展生产力也是一场革

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 

第二，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上必须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

态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

在很低的水平不能叫社会主义。建设社

会主义，必须体现和符合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讲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

力。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从具体国情出发 

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其总的和最根本的标准是要有利于

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时发表讲话 

邓小平会见卡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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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其生产力是否发展。 

3．《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意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必须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的

和根本的任务。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

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的理论出

发点。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关理论和具体实践的方向，而且把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4．学习《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必须掌握下列主要知识点 

1）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理论的阐述，主要是围绕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

状况的规律展开的。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生产力理论还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形

态，用来发掘人类社会历史的底蕴，找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揭示人类社会在

未来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运用这一理论说明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

观必然性，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主要

涉及到“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内容，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是一种理

性分析，是一个构建生产力理论规律的逻辑起点，而尚未构成一个指导现实的实

践标准。产生这种理论上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对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命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但由

于列宁的英年早逝，其有价值的探索尚未得充分的展开。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

也作过许多重要的探索，其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曾提出过许多闪光点。但

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特别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认识上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使得这些闪光点没能自始

至终地贯彻落实，最后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从而严重妨碍了社会主

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失误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上的误解。 

 

三，拓展阅读 

1、薛汉伟：《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

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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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恩富：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新探，《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