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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己具备了加

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条件。加快经济发展的最优速度是要确保十年能够再翻一番，是速度和效益的

统一。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必须抓住时机。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抓好战略重

点，依靠科技和教育。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学习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必须处理好与稳定协调、治理整顿的关系，处理好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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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最重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速度问题。他认

为经济发展的快慢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他对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进行了一系列充分而详尽的阐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1 关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把它放到整个历史时代的背景下进行了巷察。他把经

济发展速度紧紧和中国前途命运、社会主义事业成败联系在一起。

首先，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根本表现，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

一些。他说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

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
①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f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
，② 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γ社会主义优越性需要经济有较快发展速度。同时，邓小平

又反复强调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1994-09-24收到.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②《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一九八二)，第123页， 1983年7月，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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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因此，为了摆脱贫穷，必须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这不仅是
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具体情况决定的。

其次，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需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处

于低潮的国际大背景下，经济发展速度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实现经济发展"三部

曲"战略目标的决定性因素。邓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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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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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如果下世纪中叶

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

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⑤

这样，加快经济发
展速度，不仅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整个人类进步事业的需要。

第三，经济发展速度是一个影响我国国际地位增强还是衰弱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一

个国家的经济低速发展就等于不发展，在国际大环境中就会越来越落后，它的国际地位也会衰

落。邓小平认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友好压力。如

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就会拉大同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
的地位。因此，为了在经济上、政治上战胜资本主义，首先要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方面超过资
本主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样，我国的综合国力将迅速

提高，在世界上的影响就会大大不同，就会真正对人类作出大贡献。
第四，中国政局长期稳定的根本因素是争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邓小平在总结了国际国

内历史教训之后指出产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
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 "人民现在为什

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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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因此，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不

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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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好起来。"
⑦

只有这

样，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稳定，我们的制度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第五，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是民族、人民、时代对中国的要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受人欺凌

的历史。无数先烈先辈陷血奋斗，不怕牺牲，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因此，邪小平指出，中
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就是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同时，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之一。
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发展对世界和平和

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为此，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使中国更加发展起来，"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

要求，时代的要求。"⑧特别几千万在海外的爱国同胞，"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
独一无二的。"

⑨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6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⑥口F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⑦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8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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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可能性

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邓小平在考察了国内外客观形势、
具体条件和总结了国际国内成功经验得出的结论。

由于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不仅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而且整个世界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

环境。特别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已昭示，21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
心将转向亚太地区，给中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创造了一个良好外部环境和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是机会难得。

国内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财富有了

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
"从国际经验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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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 
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 十年就跳出来了。同时，根据"我们自

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
O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

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

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

针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所具备的客观物质条件，及国际国内成功的经验，邓小平认为，加快
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他说 "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

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

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3 关于加快经济发展的最优速度

什么是经济发展的最优速度，最优速度应如何确定。邓小平认为，制订经济发展速度计划
时，既不能太高，也不能过低。如果计划订得过低而实际发展速度过高，对调动积极性，宏观调
控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都有不利影响。如果计划订得过高，就有可能破坏产业结构和部门之间
的协调，造成资源浪费和挫伤积极性。制订经济发展速度计划应该遵循的原则是z积极的，留有

余地的，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如何具体确定经济发展的最优速度，邓小平首先在量上作了一个最基本规定。他认为，低

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即使每年以4%、5%的速度增长，一两年还可以。如果长期这

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叫滑坡。因此经济每年增长速度，首先
要保证十年再翻一番。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年增6%的速度一定要老老实实地计算，不能实现

第二个翻番，就不能算是最优速度。关键是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过几年有一
个飞跃。特别是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发展的快一点。"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6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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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

，
⑧ 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总之，经济发展速度在保证实现我国战略目标的前

提下，能发展就不要阻挡。

邓小平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但不是鼓励那种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
超高速发展，而是要求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发展生产。他一再提醒，不
能像1958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一哄而起。想超高速发展，结果什么效益也没有，即使
速度上去了，也很快掉下来。因此，邓小平主张的最优速度，不但包括量的规定，也包括质的限
定。他指出，我们需要的经济发展高速度，第一，不是虚假的，是没有水分的，是把人口增长因素
计算在内的，按照1980年固定价格计算的第二个翻番，更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上的。第二，是扎
扎实实，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讲质量，不伤害整个发展机体、机制，按经济规律办事，
稳定协调发展的过硬速度。

4 关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途径

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在探索过程中，邓小平突破了一个个
禁区，破除了一系列条条框框，为中国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道路。

第一，要抓住时机，善于利用机遇，使经济获得较快发展。邓小平认为，当时机到来时要及
时抓住，不能错过。因为经济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邓小平最担心
的就是丧失时机。因此，为了抓住机会，就要敢于解放思想，勇于放开手脚，否则丧失时机，就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第二，要争取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就必须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 "我们提出要发展快一点，

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改革，是
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前五十年奠定良好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体制要改革，这是发展生产力
必由之路。政治体制要改革，否则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总之，改革是为了
解放生产力。开放也是改革。没有对外开放，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特别现在
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 守都不可能。以前我们长期闭关自 守，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如果现在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因此，邓小
平认为，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开放也要坚持下去。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
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以适当速度持续增长。

第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具体有效途径.邓小平认为，以前搞

计划经济之所以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缺点就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他以巨大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重要

标志这一传统理论观点对人们的思想束缚，指出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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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

，⑤ 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认为，不搞市场，就会连世界信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376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⑩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5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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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都不知道，是自 甘落后。只有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挤结合起来，才能更加"解放生产力，加速

经济发展。"⑩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调整时期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在另一个时侯可以
， 

多一点市场调节，摘得更灵活一些。

第四，抓好战略重点，是加快经济发展的起点。邓小平多次强调，实现20年翻两番，必须前

10年打好基础，只有这样，后10年才能高速发展。为了打好基础，邓小平要求抓好战略重点。他

认为，农业、基础工业、教育和科学是战略重点。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如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

局面，就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因此，为了保证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要依靠政策、科学，要通过
改革来解决农业发展的后劲问题。基础工业，主要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

，，@ 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 邓小平认为，要使经济加速发展，搞好教

育和科学工作是关键。因为经济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所以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加快人才培养。

第五，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必须依靠科技进步。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

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因此，"经济发展快一点，必须依

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⑩所以，要注意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为了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就"要千方百计，在别的
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M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

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⑩

第六，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
小平针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问题，指出 "过去摘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

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 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 打破‘大锅

饭'。"@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根据我国各地经济实际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邓小平提出

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他认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会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

们向他们学习，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

富裕起来。因此，部分先富，是经济"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⑧

第七，把上海搞起来，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认为严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

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来，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摘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②因此，现

在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这不仅是浦东问题，而是关系到上海发展问题，关

系到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总之，实现经济发展有较快速度，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③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9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7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飞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6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6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⑧口川、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1993年10月，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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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必须学习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指出 "许多经营
方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

得好，就为谁服务。"⑧因此，为了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

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
， ⑧ 

/主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 "不走这条

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⑧

5 对于速度与稳定协调、治理整顿关系

在争取经济发展有较快速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稳定协调、治理整顿的关系，一直是邓
小平注意和关心的问题。他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的论述。

邓小平认为，在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条件下，经济发展不可能有稳定、确实可靠的高速度，

调整是高速发展的前提，是为高速发展打下稳固基础。他指出 "由于解放以前的历史状况，也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上
‘j(化大革命' 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

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②
为改变这种局面，

必须对经济进行调整，也是经济走向正常、稳定发展的前提。
邓小平认为，在经济发展走上正常轨道之后，由于发展速度比较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也

需要进行调整。关键是在调整过程中，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使经济萎缩。他特别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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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 
时调整一下，再前进。" 他认为，在发展中调整一下，收缩一下，并不是坏事，可以取得经验。

同时，邓小平认为，加速发展和稳定协调的关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有发展才是硬道
理。加速发展是治理整顿的基础，治理整顿是继续加速发展的台阶。他说，强调稳定是对的，但
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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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⑧ 、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由多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有利于解决。如果不

是1984年至1988年经济加速发展，搜整个经济上了一?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就不可能顺利

进行。因此，只有经济加速发展，我们的治理整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6 关于速度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关系

邓小平认为，没有改革开放，经济就不可能得到较快发展，就要滑坡;但经济发展没有获得

@C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2页. 1993年10月，λ民出版社。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⑧<)(�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0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14页. 1983年7月，人民出版社e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i(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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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快的速度，进一步改革开放就有很大风险。因此，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改革开放的关系是

辩证的、统一的。要加快发展，就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就要使生产力以适当速
度持续增长。

邓小平认为，没有社会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较快发展，但没有经济加速发展，社会就不可

能有真正的稳定。因此，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稳寇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他说:
"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

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所以，稳定压倒一切。但如果经
济不发展，没有速度，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同周边国家差距拉大，即使想使社会稳定，也是稳定
不r 。为此，邓小平特别指出 "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

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要使社会真正稳定 "最根本的因素，还
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 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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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

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邓小平关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理论，是邓小平整个理论体系中最精髓的一部分，它的全
部理论价值，就在于回答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可以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大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1993年10月"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