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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
战略决策与历史功绩

孙 丽 萍

〔摘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为第二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培养中青年干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以

解决当时干部队伍严重老龄化的突出问题，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也是一次革命。

邓小平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有计划、按步骤积极稳妥推动实现党和国家

领导层新老交替的制度化、法制化，他的战略决策、历史功绩及其深远影响提供了制度改革的范例、

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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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Xiaoping’s Strategic Decision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n Abdicating
Life-long Tenure of Leading Cadres

Sun Liping
Abstract: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the key work of the CPC was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the center of the second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Deng Xiaoping proposed to
build up the retirement system of leading cadres，cultivate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cadres，and abdicate the
life-long tenure of leading cadres for many times，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minent problem of the leading cadres’
severe aging and achieve the long period of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bdicating the life-long tenure of leading ca-
dres is also a revolu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abdicating the life-long tenure of leading cadres，Deng Xiaoping
had the innov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actively and steadily promoted and achiev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s and
legalizationof the smooth succession of the CPC and PＲC central leadership in a planned and systematic way． His
strategic decision，historical contribution and deep influence supplied the system reform with model，thought and
means．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论探索与实

践活动贯穿了邓小平推动和实施改革开放的全

过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重大

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也面临着新

的考验。邓小平推动并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他面对新形

势下的新 特 点、新 问 题 和 新 要 求，解 放 思 想，

实事求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健

全干部退休制度，培养使用中青年干部，积极

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奠定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新老交

替的制度基础，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发

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了具有历

史意义的重要贡献。
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形成有其深刻久远的历

史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社会主

义制度还不够完善的缺陷所导致的原因。但后

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严重的。邓小平对党和国

家领导 制 度 的 改 革，从 当 时 的 实 际 情 况 出 发，

从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入手，

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措施和办法，并且用十年的时间，废除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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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职务终身制，建立起适合当时干部队伍实际

情况的干部离退休制度，为中央领导层的新老

交替以及实行各级领导干部任期制铺平了道路，

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70 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

的设想，到 80 年代初期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建
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改革、实现干部新老交替迈出坚实的步伐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与干部队伍年轻

化、实现新老交替相辅相成，是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党的中央高层领导

新老交 替 的 问 题，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 并 不 突 出，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年富力强。经过七年的

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

基本确立。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开始酝酿施

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的战略设想。在八大前夕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自己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想

法，大家认为可行; 他也谈到不当党的主席的

设想，大家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

时还不可行。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为八大做

准备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谈了中央领导

层安排的设想: 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还有

一个总书记。他把这称作 “防风林”，并称周恩

来、陈云、邓小平为 “少壮派”。他提出，因为

“身体、年龄、精力各个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

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

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①。根据毛泽东

的意见，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 “中央委员会

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

主席一人”。毛泽东的 “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

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准备实行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②。中共第

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七大选出的书记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人，新增加比较

年轻的陈云、邓小平两人 ( 陈云 51 岁、邓小平
52 岁) ，在组织上为以后的新老交替作了准备。
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

二次扩大会议上谈整风问题时又说: “明年二届

人大，一定 辞 去 国 家 主 席，减 少 一 部 分 工 作，

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③ 毛泽东在会上

还提到: “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
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
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④ 毛泽

东在这一年的秋季访问苏联时，还对赫鲁晓夫

讲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三人有条件担

任国家主席的话。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相继出

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因素及其新的变化，关于

毛泽东要辞掉国家主席的事情不再提及。
可以说，80 年代之前我国的干部领导职务

成为事 实 上 的 终 身 制。1976 年 毛 泽 东、周 恩

来、朱德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相继去世，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一大批老同志相继复出工

作，成为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

领导者。1977 年 7 月 17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此

时，邓小平已经 73 岁、陈云 72 岁，而相继复

出的老同志也大都到了六七十岁的年龄。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把

全党工作 重 点 转 移 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上，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起步。同时，邓小平也在积

极思考事关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特别是当时迫切需要建立的领导干部退休

制度。因为干部队伍一方面严重老化，这是由

于从 50 年代 后 期 的 反 右 派 斗 争 到 “文 化 大 革

命”结束已经持续了将近 20 年，原来的年轻人

此时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成了老年人; 另一

方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大批老干部恢

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干部人数

多了，年轻干部因为没有位子上不来。这种情

况不能不重视，也必须要解决。
1980 年，身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军委 副 主 席 的 邓 小 平 在 一 些 重 要 场 合 中，

强调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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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会议上，在接见外宾和接受记者采访时，

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邓小平多次阐

述他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的

设想。3 月 12 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常

委扩大会议，提出军队要 “消肿”的问题，并

且说要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 要有退休制

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①。5 月 31 日，

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 “废

除领导 干 部 职 务 终 身 制、领 袖 终 身 制 的 问 题，

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② 从而

表明了对废除终身制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心和坚

强决心。6 月 20 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讲述

了他为什么要重提退休问题的一些思考: “我们

刚建国时也规定了退休年龄，但这些规定只在

工厂职工里实行了，而在机关领导层却没有实

行，因为那时各级领导都还年轻。现在都老了，

所以我们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③ 8 月 18 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 《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系统提

出了改革的方针、任务、目标和指导原则，为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
邓小平谈到权力不宜过分集中，领导干部兼职、
副职不宜过多，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

政的问题，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

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

下存在的 官 僚 主 义、权 力 过 分 集 中、家 长 制、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改革，“改

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

的发展”。他说，要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

等关系到党和国家建设以及前途命运的重大问

题，强调 “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

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

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

大战略措施”，“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 ( 包括选

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 职务的任期，以及离

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

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

期的”。④ 当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

念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年龄都超过了 70 岁。
为打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僵局，邓小平把

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与老干部离休退休一同作

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突破重点。
在没有先例可以援引、没有现成经验可以

参考的情况下，因为制度上存在许多不完善不

科学的地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施

干部离退休制度的阻力很大。1980 年 12 月 25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

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继

续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要有步骤地和稳

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

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⑤。邓小平适时提

出实施离休、退休制度，指出在废除职务终身

制的工作中既要慎重、周到、稳妥，又要十分

坚决，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他还

指出，废除终身制与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战略

问题要一起来考虑。当时党内也有老同志提出

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建议，但还有一些

同志对自己刚刚复位、马上又要退休仍有想不

通、不情愿的地方，不少人还想继续工作一段

时间。1981 年 7 月 9 日，邓小平同杨尚昆等人

谈话时说: “五年内，老同志要逐步退到第二

线，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这个问题很

迫切，因为事情总要有人来做。”12 月 31 日，

邓小平在听取韦国清等人汇报全军政治工作之

后指出: “从全军来说，今后三年工作的中心是

调整，把军队搞精干……这个问题，涉及许多

老同志，要慎重，要周到，更要坚决。精简整

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干部和机构。精

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

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⑥ 邓小

平要求对老干部的离休、退休问题，用革命的

办法解决，同时认为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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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制的革命。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

主持起草决议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邓小平对

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

入思考，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和建议。他指

出，三中全会以后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

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

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

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

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

继续发展”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是毛泽东

曾经想 做 而 没 有 做 成 的 事 情 之 一。在 邓 小 平、
陈云等一批党内老同志的积极推动下，1982 年

2 月，中共中央 《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

决定》指出: “中央认为，把新老干部适当交替

的问题提到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有秩序

有步骤地加以妥善解决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

熟了。”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建

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中二线的制度是必要

的，“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保

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的一

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必须立即着手有系统地建

立和健全起来，使之经常化，并且严格地加以

实行”。② 文件还规定了担任中央以及 省、市、
自治区领导干部的任职年龄界限。之后，在企

业开始试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以及相应的辞职、
免职、奖惩等一系列规定。

可以说，培养使用中青年干部、建立老干

部离退休制度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同

步实施，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领域迈出

了实实在在的一大步。
二、邓小平建议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使

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顺利过渡到正常的退休
制度，平稳实现了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为
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创造了有利政治条件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举行，邓

小平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

崭新的时代命题。从 1982 年至 1992 年的十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推进的时期。为了适

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干部制度方

面迈出改革的步伐。具有过渡性质的组织机构

即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它的设立到取消，对废

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最终完成干部离休退

休制度的法律化、正常化发挥了必要的过渡作

用，也是关键性的作用。
早在 1973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

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任军委总

参谋长、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职。邓小平在第二次

复出不久，就向毛泽东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

会的建议。当时讨论中共十大主席团的组成人

员，邓小平说一些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

问。毛泽东很重视这个建议，提出组织一个顾

问委员会，由他当主席。8 月 23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

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明邓小平建议设立顾问

委员会 “这件事主席跟我一个人讲，我说不行。
他又跟政治局的同志讲，大家也都不同意。主

席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 瘁”③。
这一年毛泽东已经是 80 岁的高龄。

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重提老同

志的退休问题。1979 年 1 月，他在中央军委座

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我们军队最根本的、核心

的问题，说到底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是

我和在座同志感到很苦恼的一个问题，要创造

条件，解决 这 个 问 题。顾 问 制 度 是 我 提 议 的，

我自己愿意以身作则。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目标，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能在六年内想办

法把军队臃肿的状况解决了，那就会有大批老

同志或者当顾问，或者退休，或者转到地方去。
确实要这样做，要不然到那时，师以上干部起

码有五万人要安置。这是件大事。”④ 邓小平提

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就是在

创造条件解决这个疑难问题，目的在于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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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委员会成员逐步年轻化，使已经臃肿庞大

的机构逐步得到精简。1979 年 11 月，邓小平在

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围

绕高级干 部 要 带 头 发 扬 党 的 优 良 传 统 的 主 题，

谈了领导干部生活不能搞特殊化、老同志和高

级干部第一位的事情是选拔好接班人以及关心

群众生活等几个问题，指出: “前几年，我提出

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

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

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不

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

状况，以 及 青 年 人 上 不 来 的 问 题，都 无 法 解

决。”① 他还指出，老年人退休、年轻人接班是

自然规律，是关系党和国家后继有人、事业兴

旺的大问题。
从邓小 平 开 始 阐 述 建 立 退 休 制 度 的 设 想，

到中央和地方正式设立顾问委员会，再到完全

实现各级领导干部退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

带有实质性制度改革的举措。1980 年 8 月，邓

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中央已经

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设立一个顾问

委员会。同 时，在 全 国 人 大 五 届 三 次 会 议 上，

批准了一批老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请求，明显地减少了

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干部副职的数目。而对中

央顾问委员会的相关问题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

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

的中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扩 大 会 议 上”②。80 年 代 初

期，健在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

老干部有 250 万人，其中大部分还留在工作岗

位上。1982 年 7 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的讲话，阐述了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干部领

导职务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办法。他

说: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

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

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

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

党的状况，我 们 干 部 老 化，但 老 同 志 是 骨 干，

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

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

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

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

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

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

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

种过渡”，“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

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

要十年……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

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

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

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

造条件”③。中共十二大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

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

机构，邓小平担任了第一届中顾委主任。9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现在着手解决干部老

化的问题，“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

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

当……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

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

休制度逐步建 立 起 来，那 就 是 很 大 的 胜 利”④。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

建立的，是解决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

组织形式，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

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事实证明，此举对于

国家的 发 展 和 稳 定，起 到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邓小平还讲，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

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同年制定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机

构人员的任期作出了明确规定，干部退休制度

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制度。
顾问委员会的设立是特定时期废除领导职

务终身制的切实可行的过渡办法。中央顾问委

员会是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设立的中央组织机

构。当选中顾委委员的基本条件是: 必须具有

40 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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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 领 导 工 作 经 验，在 党 内 外 有 较 高 声 望。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

会，选举产生了 172 名中顾委委员。在 172 名

委员中，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有 169 人 ( 其中
1927 年以前入党的 74 人) 。委员中年龄最大的

86 岁，最小 的 63 岁，平 均 年 龄 74 岁。① 中 顾

委组建了 一 个 只 有 20 多 名 工 作 人 员 的 工 作 机

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也成立了顾

问委员会。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的时候，邓

小平讲了工作中要注意的三件事: 一是不要妨

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二要联系群众; 三要在

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之后，也有

一些地方在汇报工作时提到有的地方顾问委员

会在工作中仍然有 “干扰”问题的存在，比如

“开始的时候，有的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列席省委

会议，逢会必讲，每讲必长，个别同志甚至行

使 ‘否决权’，这样做对谁都不好”。直到中共

十四大的时候，中顾委委员讨论工作报告，对

是否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问题还进行了热烈

讨论，“同志们各抒己见，有些委员认为应当撤

销了，也有些委员思想不大通，认为还可以保

留一段时间”②。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阻力始

终存在，但是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这种阻力逐渐减弱。
事实上，中顾委内部的新老交替也在进行。

1985 年 6 月，中顾委酝酿进行一次较大的人事

调整，确定属于下列情况者不再担任中顾委委

员: 85 岁 ( 含 85 岁) 以上的同志，80 岁 ( 含
80 岁) 以上身体不大好的同志，身体多病、丧

失工作能 力、生 活 不 能 自 理 的 同 志，在 人 大、
政协有职务的委员只能在一头任职。同年 9 月

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讨论了局部调整中央领导

机构成员的问题，同意 131 位老同志不再担任

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请求。其中，有 36 人退

出了 中 顾 委，新 增 补 委 员 56 人，中 顾 委 副 主

任、常委也有变更。这是中央顾问委员会新老

交替的一次实践。与中顾委酝酿人事调整的同

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人民解放军裁军

100 万的方案，军队着手精简 整 编。干 部 退 休

制度在党、政、军各个方面开始推行。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后的十年间，在事关

中国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举什么旗、走什

么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方向性问题上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处

着手和着力，邓小平在 1986 年会见日本客人时

说，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

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

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
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

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

子大干，那样就乱了”③。培养中青年干部，建

立健全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

制，无疑就是邓小平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着力

点。对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既要稳

妥、又要顺 当，也 是 邓 小 平 一 贯 的 改 革 思 路。
领导干部实行退休制势在必行。中共十二届六

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共同约定

“一齐退下来”，而且一退到底，彭真、邓颖超、
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 “全退”，“那时，对邓

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 ‘全退’的要求，尤

其是对邓小平同志 ‘全退’的要求，许多同志

表示不能接受。后来，经过反复酝酿，才议定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 ‘半退’，即退出党

的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小平同志任

中央军委主席，陈云同志任中顾委主任，李先

念同志任全国政协主席; 彭真、邓颖超、徐向

前、聂荣臻同志 ‘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

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在 ‘三老’半退和 ‘四老’全退

的带动下，又有一批老同志退出第一线的领导

岗位，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一

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增加了新的活力”④。
邓小平晚年以自己的解职退休完成了废除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重任，党和国家领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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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改革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1987 年 1 月

起，邓小平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

员会工作，由陈云担任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

主任。中共十三大以后，邓小平谈到过一段时

间要全退下来。1989 年 11 月，邓小平在中共十

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实现

了他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夙愿。他曾对江

泽民等人说过，可能自己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

立退休制度。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

员会，完全实现了邓小平之前的战略设想，顺

利完成了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到第三代领导

集体权力的平稳交接。权力交替有了制度和法

律的保障，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一次

“很大的胜利”。
三、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

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深刻
影响

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这个历史人物比

前人多做了什么事情，更要看其思想和活动对

当时和以后社会的总体进步发展产生了什么样

的作用和影响。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改革开

放前期一块非常难啃的 “骨 头”，因 为 “在 中

国，封建专制实行了两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

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一个长 期 的 过 程……废 除 领 导 职 务 终 身 制，

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

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

举措”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保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而采取的一项具有战略

意义的重大步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长期性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机制。邓小平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探索

实践及其贡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必将产生深远的

历史影响。
第一，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恢复了党的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一切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表现出充分的理

论自信和实践自觉。邓小平为后人提供了范例。
邓小平在把发展的必然性与现实的可能性

有机统一的认识基础上，在对党情、国情、世

情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推动了废

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目标的实施和完成。民

主的具体模式、发展过程和完备程度，总是要

受到当时 的 经 济、政 治、文 化 以 及 历 史 传 统、
民族心理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民主不是只

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民主也不能照抄照搬别国

模式，而必须切合本国实际。1978 年 12 月，邓

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谈到要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时候说: “要向前看，

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

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

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

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

方面的问题。”② 领导干部退休成为制度，既是

管理方法问题，也是管理制度问题。邓小平对

“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深刻，特别是党内权

力过于集中，会导致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

人专断的实质，就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无

可挽回的损失，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

破除封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家长制作

风，成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要求。从国

际上看，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领导职务终

身制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特别是前苏联

从斯大林开始的历任领导人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

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

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

基本结论。”1989 年 5 月，邓小平在会 见 戈 尔

巴乔夫时，谈到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 “真正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

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

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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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

的条件 建 设 社 会 主 义。固 定 的 模 式 是 没 有 的，

也不可能有”。① 决不照搬西方模式，走自己的

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废除领导干

部终身制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

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第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从肃清封

建主义的影响着手，从改革制度、完善制度着

力，有效 化 解 各 类 矛 盾，取 得 了 比 较 圆 满 的

结果。
“在注重制度建设方面，邓小平有一个非常

独到深刻的见解，就是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

的角度去考虑制度的改革。”② 邓小平认为，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

封建主义的色彩，因此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

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他指出: “干部领导职

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

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

法也有关系。”1980 年 8 月，邓小平两 次 接 受

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讲到领

导职务终身制就是封建残余，必须克服，必须

解决。当法拉奇问如何避免类似 “文化大革命”
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坚定地说: “这要从制度

方面解决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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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中

国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无疑就是制

度中的 一 大 缺 陷。没 有 民 主 就 没 有 社 会 主 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必须使民主制度

化、法律化，必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必须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中共十二

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选

举产生的还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

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从设立顾

问委员会以后的一系列有关人事干部制度的完

善，到中共 十 四 大 决 定 不 再 设 立 顾 问 委 员 会，

高层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度形成并且能够真正地

推行实施，直 至 最 后 成 熟 定 型。1993 年 9 月，

邓小平再次讲到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个

曾经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发挥过重要影响的问

题: “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

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

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

没有了……要创造一种风气，一代一代传下去，

让国家逐步兴旺起来。”④ 制度是根本，制度是

保障，制度管长远，有了制度就有章可循、有

法可依，用好的制度管人管事管干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制度

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仍然要经历一个长

久的过程。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规律的

认识也是发展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也永无

止境。
第三，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遵循

了顶层设计、重点突破、自上而下、合理推进

的有效方法。一方面，在设定目标时要顺应历

史的发展潮流，遵循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发

展的客观实际，照顾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 另一方面，改革某一方面制度或某一项具

体制度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急躁冒进，

急于求成，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

大的中国国情，要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

推动实施新老干部的权力交接。邓小平为后人

提供了方法。
1980 年 4 月，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问题时讲了两条最重要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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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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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用了十年的时间，实施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

提出退休制度的设想，在干部队伍中尤其是一

大批共和国的元勋、元老以及功臣中间取得基

本共识，形成由中央制定的符合阶段性发展要

求的干部退休方案; 第二步，设立一种过渡性

质的组织机构即顾问委员会，这是由当时的客

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积极稳妥地处理好领

导干部队伍吐故纳新的长久之制与权宜之策所

作的战略抉择，这样一个过渡性质的组织机构

的存在为 这 项 制 度 的 改 革 留 出 了 时 间 和 空 间;

第三步，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特别是中

央领导层干部新老交替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

的时候，坚决地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和地方顾

问委员会，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有条不

紊地实现从第二代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平

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

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保证党在一个时

期内相对稳定地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在改革某项制度的时候，依

然需要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主攻方向、推进

方式、时间表和路线图的科学设计，进与退同

步进行，立与废配套实施。
第四，邓小 平 身 体 力 行，率 先 垂 范，从 理

论到实践都表现出坚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

制的信心和决心，不遗余力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制度建设。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途命运考虑，80 年代

初，坚决地表明任何领导干部的任期都不能是

无限 期 的 态 度; 90 年 代 他 在 会 见 外 国 记 者 时

讲，如果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是不正常的。民主政治要求淡化和弱化个人作

用，形成集体领导制度，减少决策中的随意性

与重大失误。他从自己做起，为实现党内和国

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在

中共十三大之后的几年里，每年有近百万干部

按照规定离休退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

后，邓小平表态要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并反复

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信

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1989 年 6

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9 月 4 日，

邓小平与 江 泽 民 等 新 的 中 央 领 导 同 志 见 面 时，

开宗明义说明要商定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

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

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并表达了自己对社

会主义前途、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充满必胜的信

念。11 月 6 日至 9 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

北京举行，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

立的卓著功勋，审议通过 《关于同意邓小平同

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决

定》。几天后，邓小平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

团时说: “你们这个团可能也是我见的最后一个

正式代表团。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再不退，不

知到哪一天就变成终身制了。我自己提出应该

废除终身制，自己不退就是在终身制问题上犯

错误。”① 不退休就可能犯错误，就会给党和人

民的事业带来损失，清醒的政治意识和强烈的

责任意识，使邓小平又一次作出对党和国家民

主政治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提出退休需要有

超凡的勇气和宽广的胸怀，1992 年邓小平在南

方视察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当时的中央领导

班子，并且说: “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

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

来。老年人 自 觉 让 位，在 旁 边 可 以 帮 助 一 下，

但不要 作 障 碍 人 的 事。对 于 办 得 不 妥 当 的 事，

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

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

错误。”② 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

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顺利实现中央领

导层的平稳交接以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作出

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历史贡献。

(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 100080)

( 责任编辑 吴志军)

·62·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邓小平年谱 ( 1975—1997 ) 》 ( 下) ，第 1298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