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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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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

正确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

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一场伟大革命，是当代中

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和活力之源。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切实根据生产力发

展的需要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的各种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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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China＇s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LI Jingzh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has provided important experiences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comprehensively，we must stick to reform and opening － up for a long time． W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right direc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nd the party＇s leadership，car-
ry out the party＇s basic line，and resolutely take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take neither the closed rigid old road，nor the evil road of changing the flag． We should always insist
on promoting reform and opening － up．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is a key choice to determine China
＇s destiny，is a great revolution，and is a strong driving force and the source of vitality of the develop-
ment and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e should always insist on emancipating the mind，con-
stantly blaze new trails，maintain that 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persist in the ide-
ological line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in-
novati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We should always uphold the eman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change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uper － struc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and unswervingly take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W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people － oriented，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oothold to promote reform and opening up，pull off efforts to achieve social equity and jus-
tice，fully respect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all － round develop-



ment of human beings． We should always insist on correctly handling the various relations in the re-
form and opening － up，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development and stabili-
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political system reform，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epening reform and expanding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China;reform and opening － up;successful experiences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
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社会主义改革并非起自中国。苏东各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改革和调整，

但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中国的改革，历经艰难曲折，取得巨大成功。“改革开放

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1］(p6)
为此，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改革开

放的成功经验。

一、始终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确保改革正确方向，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因素。方向正确，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
取得成功。方向错误，改革开放必然到处碰壁、遭到失败，甚至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和灾难。苏联

改革因方向错误，而遭到失败，由此导致亡党亡国。中国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虽有困难和挫折

但终能克服千难万险而取得成功和伟大成就。其关键是: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如果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那么它首先是

共产党思想、观念和理论的自我革新。是共产党而不是其他什么力量，自觉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紧迫性和伟大意义，并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开放。共产党为改革开放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改革开放指明方向。共产党具有崇高的威望，深受人民拥护。
只有共产党才能把握改革开放的大局，掌控改革开放的方式、方法、步骤和举措，保证改革开放富有成

效、取得成功。因此，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改革开放必须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两个

基本点。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才能确保正确的方向，积极稳步推进，取得实际成效。
第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必

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

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p15)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同中国实际和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第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须坚持

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

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
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

路。”［2］(p14)
封闭僵化的老路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已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改革开放是开拓创新，难

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曲折。对此，中国的经验是努力克服困难，积极探索前行之路，坚定不移地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决不走回头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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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始终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改革开放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先

进成果，其中包括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乃至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但决不

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如果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

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2］(p21)

二、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非一帆风顺，之所以取得成功，首先在于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坚

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党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一场伟大的革

命，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和活力之源。
第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转折关头提出来的。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面临困境，中国结束“文革”，百废待兴，也面临向何处去的挑战。
邓小平坚决反对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主张进行改革开放。他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

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

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3］(p333)
正

是由于邓小平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才有了改革开放事业;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

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放弃，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邓小平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习近平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p3)

第二，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4］(p81)
强

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p113)
他认为，改革开放同革命一样，对中国发展进步起到根本性推动

作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改革开放也同革命一样充满艰难险阻，将要付出巨

大代价。他激励我们党要像干革命一样，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极大干劲努力推进改革开放。此后，我们

党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

展进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阶级阶层的变化，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各种新

的矛盾和问题相继出现。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成为最大的挑战和考验。习近平坚定不移地指出:

“解决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必须深化改革开放。”［2］(p3)“改革开放是党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2］(p1)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第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和活力之源。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

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些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总体适应，但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其中

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或不完全适应的问题，从而形成体制上、机制上的一些弊端，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就是调整乃至废除那些与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旧体制、旧机制和旧具

体制度，破旧立新，创建新的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习近平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活力之源”、“强大动力”。［2］(p3)

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不断深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勇

于开拓创新。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思想不解放，就不可能推进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真

正的改革开放。如果说 40 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征程的起点，那么正是由于这

次会议本身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才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不断开拓创新、深化改革。
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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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考验。一些人主张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生前所制定和实行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改变。他们甚至

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① 显而易见，如果这一主张占据指导地位，“左”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就不可

能纠正，党和国家的工作将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进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敏锐地觉察到这个

问题的重要性，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p38)
坚决支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牢固树立“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从根本上清除“两个凡是”错误，为正确认识

和评价党和国家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

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践检验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统一思想，真正认识

到: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国害民，必须予以否定，永远引以为戒;“文革”前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极左路线完全错误，危害极大，不能再继续贯彻执行。与此相联系，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也是难

以规避的。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p42)
另一方面也指出毛泽东晚年

的错误，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3］(p42)
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更不能搞“句句是

真理”那一套。这就为纠正错误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确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一方面要拨乱反正，纠正极左错

误，另一方面更要开拓前行，并为此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解放思想。解放

思想就是正确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解决问题中寻找前进的道路。中国当时存在的问题有些是极左

错误造成的，这比较容易解决;有些是传统社会主义机制、体制和制度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只

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问题，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条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找到解决问

题的办法，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思想解放了，

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3］(p141)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经过反对“两个凡是”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在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面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 具 体 道 路、方 针、方 法 和 措 施，正 确 改 革 同 生 产 力 迅 速 发 展 不 相 适 应 的 生 产 关 系 和 上 层 建

筑”。［5］(p10 － 1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进行理

论和实践创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第三，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

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2］(p2)40 年来，我们党形成了三次比较集中的解放思想和理

论实践创新。
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中

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确定了

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式方法。科学地把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全

面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逐步推广企业责任制。容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存在。
二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正确看待传统社会

主义的问题，启动了社会主义改革，那么邓小平南方谈话则解决了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促进对资

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借鉴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化。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

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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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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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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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p373)
这个精辟的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

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生

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但由于其具体实现形式过分单一、僵化，反而阻碍了

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邓小平主张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容许“外资”、“三资”企业发展。他强调

既要坚持共同富裕，又不能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解放思想，

实现新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

配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十四大后，社会主义改革按照这一新的理论和方针积极推进。
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实现了理论创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

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历来重视制度创新和建设，但把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p3)
无疑是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

义改革实践的重大发展。《决定》高度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求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决定》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建设，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加

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在《决定》精神的指引下，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四、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却长期没有搞清楚。世界社会主义

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

就在于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切实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能脱离这个最重要国情、最大实际。过分单一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和脱离实际的

公有化程度，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反而会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降低生产效率，阻碍生

产力的发展。中国的改革突破传统所有制的束缚，建立健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劳动者和经营

者的积极性。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中

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逐步建设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

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中国根据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更

好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
第二，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基本路线。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把发

展放在首要地位。改革开放要着力于发展、促进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能强大，

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工业制造、吸收外资和海外投资等领域都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正在崛起，而推动中国崛起的正是改革开放，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了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同时，

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也为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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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

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p5)

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突破一道又一道难关，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经验是，始终得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坚决支持。而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使广大

人民群众从中收益、受惠，得到激励，看到希望。
第一，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幸

福，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长期以来，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似乎都对这一点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为此，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也把改善民生，特别是把解

决温饱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改革开放根本战略目标的高度，强调改善民

生的重要性。他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应当尽快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解放和

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也解决了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供应越来越

丰富，民生很快得到改善。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民心，更加顺利推进。
过去，由于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片面、僵化理解，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比较严重，存在“干多干少一

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这就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效率。针对这

种情况，我们改革分配制度，使按劳分配制度能够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既坚持人民群众共同富

裕的方向和基本分配原则，又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此，我们确定并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带动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同时，我国社会基本保障体系逐步改善，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保障

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民覆盖，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下大力改善民生。习近平强调，要让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

展相应得到改善，要让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有更多的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

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使更多的贫困人口脱贫，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第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人们收入分配差距开始

出现，影响了一部分人生活改善和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相关的

方针政策，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

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公平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建立

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疗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着力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促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税收等方法调节社会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

配格局。从政策和投融资等方面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第三，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改革开放始终根据人民的需要推进，最

终要落实到改善民生。改革开放是为人民谋幸福，要切实维护好人民的切身利益。每项改革开放措施

的出台，都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人民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

主人，而且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和强大动力。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

神。改革开放坚持党的领导，有赖于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同时，我们党又高度重视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

和推广群众的实践经验。
第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尤为

引人注目。但这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方面的成就，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则是其另一个不容忽视

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最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的强大动力，也始终朝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向努力。中国历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人民群众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坚决支持、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坚

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人民群众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综合素质、社会道德水平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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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提升。这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条件。

六、始终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各种关系

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各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乃至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

甚至导致改革开放的失败。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功经验，就是始终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各

种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开放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的强大动力，不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出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有了空前的大发展。从长远和全

局来说，改革进程中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改革旧的体制机制，精简机构，下放权力，转变政府职能，

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在一些领域部门，短时间内，新旧制度过渡、新老

机构交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正常工作程序和发展速度。这样，就可能出现改革和发展相互矛盾

的现象。如何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相互

关系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中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

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促进发展为出发点，以实现发展为落脚点，妥善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实

事求是研究和解决问题，尽最大努力减少因新旧制度的过渡、新老机构的交替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同

时，我们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反对以发展经济、维持 GDP 增长为借口阻碍、打压改革。
改革、发展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也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但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

以及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程度、面临的实际问题等方面难免存在差距。改革、
发展有时也难以满足所有地区的利益和要求。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在一些具体改革措施

的落实时、在一些具体发展项目推进时，也难免触及他们的具体利益。这样，一些改革和发展的具体举

措可能会暂时遇到阻力，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同时，改革中老的矛盾尚未完全解决，新的矛盾

又产生，新老矛盾交汇会形成不稳定因素。社会稳定出问题，就会影响改革发展。要顺利推进改革开

放，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我们始终强调稳定是改革开放根本保障，没有稳定的社会

环境，改革开放就不可能顺利推进。在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注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持各地

区、各民族之间、城乡之间均衡发展，克服改革、发展带来的差距，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不稳定。我们妥善

安置下岗、转岗人员，以及因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而离开土地的农民，积极创造就业机会、解决他们就业

难的问题。努力使退休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及其他低收入人员生活有保障。
第二，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经济体制改

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基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点”，对其他领域的改革起“牵引作用”。［1］(p7)
这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而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关系到

经济建设的好坏和经济社会发展。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关键相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也必然处

于各项改革的中心地位，发挥关键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

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要求支持

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全面从严治党。
我们的成功经验是，要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不能脱离经济体制改革孤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脱离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失去正

确的方向和准确尺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也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政治体制改

革作为上层建筑的变革，对经济基础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发挥反作用，产生消极影响。一些政

治体制改革脱离经济体制改革和具体国情孤立地进行，不仅它本身难以推进，而且还会伤害到经济体制

改革，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我们一直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力于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密切关系。一是，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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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政治制度。其中包括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挥它根本政治

制度作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这些制度的完善，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稳固的基

础，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是生产力的第一因素，生产

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经营者经营积极性，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除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积极稳妥地推进了政治体制

改革，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其中包括，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扩

大人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

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三是，加强和改

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

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坚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

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实现中央决策部署。同时，我

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其中包括，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设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

行政管理方式，规范各级政府权限，加快简政放权，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

府，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
第三，正确处理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国

内发展的大局离不开深化改革，国际大局离不开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引进海外的资金、技术。中国的产品、设备、技术和资金也需要

走向世界。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积极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积极

深化改革，需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又进一步引领国内改革。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

世界、融入世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既是改革的进程，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进

程。“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对外开放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也为中国国内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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