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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 
座 谈 会 综 述

石本惠

� �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持召开的 � 纪念邓小平南方

谈话发表十周年 座谈会于 2002 年 3 月 15 日在蓉召

开, 部分高校和社科院的专家学者等省内 50 多人出席

了会议。现将座谈会内容综述如下。

一、� 南方谈话 的理论意义。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奠定了坚定的

理论基础,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到新阶

段; 南方谈话拨开了全国人民思想上的迷雾, 突破了当

时各种陈旧的观念, 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

理论渊源说, 南方谈话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 从时代背景说, 南方谈话是对当今时代进行

科学分析的结果, 是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

义。从实践基础说, 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从指导作用上说, 南方

谈话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的强大思想武器, 是指

导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二、�南方谈话 的思想精髓。有的专家认为, 南

方谈话的思想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种具有

先进性的思维, 是实践主体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呈现的一

种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

的束缚, 从实际出发, 确立符合实际的思想品质。针对

中国的具体实际, 邓小平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

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

论、� 三个有利于 的价值判断标准等等, 引发了一次

新的思想大解放, 使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

三、� 南方谈话 对社会主义观的发展。有的专家

认为, 南方谈话把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提高到了一个新高

度, 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 � 三个有利于 标准、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 左 的新概括等等, 都是

围绕着 �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根

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

展,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正是在新的社会主义

观的指导下, 中国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确立了

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 掀起了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的新高潮。

四、� 南方谈话 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的

专家指出,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也强调了精神文明建

设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但要有高度

的物质文明, 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邓小平的领

导下,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 明确指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并向全党

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培育 � 四有 社会主义公民、树立和发

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伟大号

召。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实际上也就是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德治理论。

五、�南方谈话 与 �三个代表 。有的专家认为邓

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 与江泽民总书记

提出的�三个代表 的思想, 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一脉相

承的。首先,两者都把生产力视为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

决定力量,对生产力问题都给予极高的重视。其次, � 三

个有利于 标准虽然侧重于经济方面,但其中的综合国力

标准已包含了文化建设的内容。因为综合国力不仅是指

经济实力,还包括科技实力和社会凝聚力。增强科技实

力和社会凝聚力, 正是文化建设的任务。最后,两者都把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尽快

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加强文化建设,正是为了提高广

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正是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所在。

专家们还就南方谈话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南方谈

话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座谈会开得热烈, 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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