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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论述
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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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改革的全局和方向。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有很多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当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更对当前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

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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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下中国改革进程中居于重要地

位，事关改革全局，是改革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作为绘制改革开放蓝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思考和部

署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其目标有很多论述。这些

重要论述不仅对当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起到

了重要历史作用，更对当前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政治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及重要

论述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事关改革的方向性和全局性，在

政治体制改革中被放在第一位。目标的正确与否，关系

到改革的成败。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这一事关

改革方向性和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形

成明确的认识。在“摸着石头过河”总体改革思路下，

以解决政治领域突出的紧迫问题为切入点逐步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对改革的规律性和客

观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从而形成了对这一目标的

成熟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尽快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的政治秩

序、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成为邓小平思考政

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和着眼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

劫，固然与毛泽东个人晚年错误有关，但是更与我们党

长期形成的民主集中制遭受破坏有直接关系。民主集中

制和集体领导体制遭到破坏，一言堂、家长制就会盛

行，领导人个人出现错误和失误时就无法进行及时有效

的纠正。基于这样的考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一开始，

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恢复和建立健

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制度基础形成

稳定团结的领导集体，逐步恢复和建立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有序的

政治环境和可靠保障。在他看来，“当前这个时期，特

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

主集中制 没 有 真 正 实 行，离 开 民 主 讲 集 中，民 主 太

少。”［1］1441979 年 1 月 1 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

讲话中又强调: “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

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1］1551980 年 8
月 21 日，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

被问及应该如何避免和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时，

邓小平更是指出: “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只

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348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

初期，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混乱和失序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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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局面，尽快恢复和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和国家各项

制度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工作。这一时期的主

要任务还是重建已经遭到破坏的政治秩序，关于政治体

制改革的目标问题还不可能被提出来，对这一目标的论

述也还不可能形成成熟的认识。
1984 年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我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化。这就迫切需要建

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与之相配合，政治体制改革

自此全面展开，改革的着眼点也从恢复政治秩序向建立

中国特色的政治运行机制转变。因此，“不搞政治体制

改革不能适应形势，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

标志”［2］160就成为邓小平的主要观点。这一时期，政治

体制改革向什么方向改、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一战略

性的问题逐步凸现出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正是

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的。另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

期，无论是我国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进程中都曾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曲折和挫折，这就要求在

改革目标上必须旗帜鲜明，在正确的目标引导下有力而

又稳妥地推进这一战略性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

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被提出，邓小平并对其进行多次

论述。
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要加快推进对政治体制

的改革，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其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推动

作用，同时也多次论及这一改革的目的和目标问题。在

他看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

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

的积极性。”［2］177他认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

是三条: 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发展社会主

义社会的生产力; 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

人民的积极性。”［2］178 在如何衡量国家制定的制度和策

略是否正确这一问题上，他的评价标准是: “关键看三

条: 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 第二是看能否增进

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

到持续发展。”［2］213 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对政治体制改革

目标的论述加深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党的十三

大报告中正式将建立起拥有民主集中、法制健全、富于

效率和活力迸发的政治体制作为这一改革的长远目标，

将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作为近期目标来

落实完善。近期目标主要是针对当时政治体制改革中所

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领导体制僵化提出的，同时对于消除

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因素也具有重大作用。
1989 年中国国内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政

治风波，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政治动荡，戈尔

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全面改革前途未卜。在这种背景

下，邓小平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时特别强调稳定的极端重

要性，将稳定视为政体改革的“最大目的”，将维护社

会稳定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他在会见美国总统老布什

时指出: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

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

掉。”［2］284之后再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也强调: “在政

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
……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2］313 在这一阶段，稳

定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最大愿望，求稳也成为政治体制

改革的最大的目标和任务。
由此可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形成和完善不

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探索过

程，并且与当时的国情和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体的改革与推进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体改革中的

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它的推进要与经济基础和基本国情

相结合，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不可能顺利

推进。
二、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论述的主要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和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个战略大局思考和部署政治体制改革，从

“目的”“目标”“评价”等多个方面来谈论这一问题并形

成了成熟的认识和系统的思考。关于对这一改革目标的

论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点。
( 一) 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谈政治体制改革的

目标

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

标，也是实现政治发展的需要。一切政治发展和政治进

步最终都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因

此，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全脱离开经济活动的抽象的

“政治”。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

基本确立后，我国仍然将阶级矛盾当成是社会的主要矛

盾。忽视生产发展，开展阶级斗争一度被当作主要任

务，在这一错误政策和纲领的指导下，社会生产力和经

济建设遭受到严重破坏。离开生产、离开经济建设搞所

谓的“阶级斗争”政治，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改革开

放后，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摒弃离开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

空谈政治，认为“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

前中国“最大的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发展和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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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角度去定位政体改革的目标，通过不断消除政治运

行中存在的弊端和失误，建立起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

治体制，才能不断地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政

治保证和政治支撑，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

现共同富裕。
( 二) 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的角度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真正创造者，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需要最大限度的调动、团结和凝聚人民群众

的力量。而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必须要切实维

护好、发展好、保障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

益，就需要不断推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两者是密

不可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此之外，民主在政治发

展与政治文明中也居于核心地位，发扬人民民主和巩固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的重要目标。但是，民主不是抽象的、超时空的，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实现的民主不是什么其他意义上的民

主，而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国人民今天

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

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1］175

( 三) 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角度谈政

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恩格斯曾经指出: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

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

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改革是社会主义

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

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基

本政治制度和政治架构的基础上，不断地对那些影响人

民当家作主、制约政府效率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从而

更好的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经济发展和社

会长治久安提供政治保证。“在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的优势的前提下，革除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

……这就是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4］从这个角度来讲，巩固

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我们进行改革的一项基本

要求，不能离开这个基础来进行。
( 四) 从保持和增强稳定的角度谈政治体制改革的

目标

稳定压倒一切。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一个稳

定的环境作为依托，离开稳定这一重要支撑，改革和发

展便无从谈起，更无法展开。只有稳定下来，才能促进

改革，才能带动发展，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条件。政

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为改革发展提供一个

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邓小平将稳定视为政治体

制改革的“最大目的”，不可否认有当时社会历史条件

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但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长远发展来看，不断巩固和增进稳定不仅

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

目标和所要达到的状态。
邓小平从上述四个角度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

标，充分说明了这是一个由多重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巩固和增进

稳定都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重要目标。政治体制改

革目标的多重性，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长期

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

统政治工程，必须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多层次的改

革。这就要求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整体出发，正确地

认识和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体系。”［5］

三、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论述的现实意义

在深刻认识和理解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目

标的重要论述基础上，把握其中蕴含的思想观点和方

法，不仅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理论上深化认识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律。在

实践上不仅对当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挥了

巨大作用并取得重要成就，而且对当前不断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一) 对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稳妥的推

进作用并取得重要成就

改革开放 40 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

终坚持了正确的改革目标和方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政

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改革的影响

和干扰比较突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试图将政治

体制改革引向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的政治道路

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不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政治

体制没有出路; 但是，如果按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

“指引”的方向和目标去进行改革，将会陷入政治动荡。
而唯有在正确的目标指引下，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积极稳

妥的推进。
除此之外，在邓小平关于对这一体制改革目标的重

要论述指导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重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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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逐步建立起退休制，

实现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平稳化、规范化。逐步解决

党政不分、中央高度集权的问题，实现党代会、人代会

常态化和制度化。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和实施

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

府职能，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

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上述成就，对保证政治

稳定、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经

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

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6］

( 二) 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意义

深远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论述对于正确

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党

的十八大提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制度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关键，坚

定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

自信。“这是坚持制度自信的重要内容，是指人们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和优越性的充分认

可，坚信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并适应我国具体国情，对

通过该政治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坚

定的信心。”［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究竟来

自哪里呢? 其中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正确评价，而要进行正

确评价就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评价标

准。国内外一些学者和观察家偏颇地认为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没有成果，甚至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看好，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套用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

治制度作为“标尺”来度量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

改革，出现政治误判和所谓的“悲观失望”也就在情理

之中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论述不仅

为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

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是增强政治制度自信的重要基

础。根据邓小平关于这一目标问题的重要论述，我们就

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与

中国实际和国情相符合的，是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制

度，而作为贯穿改革和发展始终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对

这一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 三) 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指导

目标和方向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是

否能坚持正确的目标和方向来统领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

深化，这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是盲目

地自信和自我满足，更不是停滞不前，闭门造车，而是

要在坚定制度自信、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基

础上，发扬创新精神，不断汲取时代精华，因应时代要

求来发展创新适应我国发展的政治制度，不断促进制度

体系的完备和创新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

包括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政治支撑。邓小平对这一改革目标的重要论述对当前

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当

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有人认为改革重点在政治领

域，要“彻底攻坚”，要融入世界政治文明主流。还有

人试图用西方“治理理论”“治理模式”和“治理经验”话

语体系来解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

为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方案”和“路线图”。因

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坚

阶段，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和政

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

正确的方向，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全面深化政治体

制改革要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就必须要始终坚持正

确的目标和方向，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

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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