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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全景勾画”了一幅“中国和平发展

路线图”。在“路线图”的指引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极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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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Roadmap) 原指在交通领域用图表的
方式将某一区域道路的概貌、重点、标志、进路及
相关分析表示出来，以便让读者对该区域的交通
线路更易理解，从而以最便捷的方式到达目的地。
本文借用“路线图”一词，主要是指邓小平作为改
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从宏观上对整个国家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进行考量时，经
过不断的思考、探索和实践，为我们勾画了一条通
过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道路。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是“路线图”的逻
辑起点

邓小平观察世界、研究时代的发展，并不是像
以往人们习惯的那样，首先给时代下一个教科书
式的定义，抽象地谈论时代的性质，而是从时代发
展的实际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现实需
要出发，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回
答人们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很明显，时代主题
是“战争与革命”? 还是“和平与发展”? 既是全
世界普遍关注的大问题，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
所迫切需要阐明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邓小平
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
势的判断有变化”，鉴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
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我们改变了认为战争的危
险很迫近的看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
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
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
意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平发展路线
图”是邓小平在对上个世纪末时代变动脉搏进行
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代主题转换的客观
分析而制定的科学规划。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路线图”
的基本立足点

基于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为我们制定了

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那
么，在新形势下，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呢? 邓小
平指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
点。”邓小平还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说明坚持独
立自主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本来就是个穷
国，为什么有中美苏 ‘大三角’的说法? 就是
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在坚持独立自主
的前提下，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还要坚持自力更
生为主的原则。因为 “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
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
更生”。“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
自力更生为主。这样，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
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
服面临的各种困难。”

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永远
属于第三世界是“路线图”的基本立场

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始终把社
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作为规划
的基本立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
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前途。当然，“我
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发达的、生
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同时，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
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
的。即使“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
世界。” “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
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出第三
世界的 ‘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
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规划中国发
展时，始终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中
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基本立场，并将二者紧密
地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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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开放是践行“路线图”的根本
动力

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发展大势以及中国长期处
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原因进行深度分析和思考
后，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
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
我们的老祖宗也吃过这个苦头。因此，中国要谋
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扩大对外开放，
“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同时，对内改革不合理的
制度、体制、机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现
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外，就要始
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
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
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
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
固’一点，毫不动摇。”邓小平总结性地指出，不开
放国家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
没有希望，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决
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五、一国两制、共同开发是解决争端
的两种主要形式

中国有一句俗话，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哪有锅
盖不碰碗勺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由于历
史的、现实的各种原因，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难
免有一些矛盾和争端。这些矛盾和争端，“解决
不好会成为( 战争的) 爆发点”。邓小平设想，能
否“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
来解决这种问题。”“什么样的和平方式? ‘一国
两制’，‘共同开发’”。一国两制，就是“一个国
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式，就是“你不
吃掉我，我不吃掉你”的方式。具体说，就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
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开
发，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具体说，就是针
对国际上的一些领土争端( 中国主要涉及的是钓
鱼岛问题和南沙群岛问题) ，先把主权争议搁置
起来，由相关国对存在争议的区域先进行共同开
发，合资经营、共同得利。邓小平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将主权争议先“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
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

当然，解决争端客观上就存在着两种方式，即
和平方式与非和平方式。我们不能“钻到死胡同
里不出来”，必要时也要考虑用另一种方式，这才
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以台湾为例，“我们坚持谋
求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
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承诺。
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 难道
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 当然，决不能轻易使用
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
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六、维护和平，共同发展是“路线图”
的根本追求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把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作为三大历史任务之一。邓小平指
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
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
自己的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维护
世界和平，就要注意“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要同欧洲、日本发
展关系，加强合作。……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
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
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同时，
我们还知道，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
是相辅相成的，那就是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
发展; 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 要想让自
己活得好，必须也让人家活得好。“历史最终会
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少于他们
对我们的帮助。”

小结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邓小平“中国和
平发展路线图”的指引下，走出了一条极不平凡
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表现
在国内，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
亿元跃升为2010年的39798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由381元跃升为29678元，全国人民生活水平
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大踏步
迈进，等等。表现在国际上，我国经济总量由1978
年占世界比重的1. 8%跃升为2010 年的 9. 5%，排
名由第 13 位跃升为第 2 位，进出口总额由 206. 4
亿美元跃升为 29728 亿美元，外汇储备由仅仅
1. 67 亿美元跃升为 28473 亿美元，成为全世界第
一大外汇储备国。同时，中国的发展也推动了世
界的和平与发展。例如，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10%，对国际贸易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 12%，中国平均每年进口价值 6870
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 1400 多
万个就业岗位。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
10. 3%的增长，率先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
响，为实现世界经济复苏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成
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头羊”和“火车头”。

现在人类已经步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不懈
地沿着“路线图”指定的方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我们相信，在
“路线图”的指引下，明天的中国，经济将更加繁
荣，政治将更加民主，社会将更加和谐，人民富裕
程度将得到普遍提高，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为人
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将作出更大贡献。

( 责任编辑 朱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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