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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谈话  一锤定音
——李灏回忆陪同邓小平视察深圳

1992 年 1 月 19 日，邓小平第二次踏上他亲手创办

的深圳经济特区。与他1984 年第一次来深圳相比，此

时的深圳已有很大的变化：外汇管制开始松动、国有

土地开始公开拍卖、深圳股市已经正式运行。深圳经

济特区走过了 11 年的路程，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所

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邓小平说了很多话。

当初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决策虽然正确，但毕竟没有

经过实践，时隔 8 年之后，邓小平开始公开赞扬深圳

特区的成功，他有许多话要说，他要把深圳特区走市

场经济的道路推广到全国。

走市场经济道路已通过深圳特区的试验成功地改

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的认识。“不坚

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

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说，作为中国改革开

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他再一次来到深圳时，深圳

特区的成功已经证明了他的成功。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在邓小平第二次来深

圳的五天时间里，做主要陪同，邓小平的许多言论都

通过他们之间的谈话讲出。今天回忆起来，李灏仍很

激动，当年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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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渐进式的推进，顺应人们思维方式的演衍转变，

减轻了转变过程中的磨擦和震动，保持了经济的稳定

增长，又构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由公有化迅速转向私

有化的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于我国现

在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分析和认识，却由于我国过去相

当长一个时期里“左”的东西很难排除，与思想方法

上追求某种抽象的绝对真理，用抽象的原则和空想的

模式来裁判生活，把判断是非、区别好坏的标准归之

于是否符合书本上的某项论断，有着相当紧密的联

系。正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恢复实事求是精神，突破

人为设置的理论禁区。有的同志认为应当按是否符合

“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作为评价标准，而对于把是

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评价标准表示怀疑。邓小

平则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穷并不光荣。就

我国的状况来说，由于贫穷，由于按人口平均的国民

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的位次很后，减弱了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吸引力。因此，能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是涉

及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大事，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

盾。我们对那些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要加以吸

收和推广，对那些束缚和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则应

当作为改革的对象加以废除。白猫，黑猫，能够逮着

耗子的才是好猫。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吸引力的不断

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

准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对于中国这20 多年在发展民

营经济中是非好坏的实践检验时的评价，正应该以此

衡量鉴定。

                （责任编辑  张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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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姓“社”不姓“资”

如果说，198 4 年邓小平来深圳视察是顶着压力而

来，是给予深圳特区以鼓舞和支持；那么这一次，面

对欲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潮的反弹，他要来看

一看：深圳真的是资本主义化了吗？顾不上一路疲

劳，小平一下火车就要求到处看看。

与 8 年前相比，深圳的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已取

得显著成就。19 8 4 年邓小平来深圳时正在施工的国贸

大厦此时已巍峨耸立，如今他可以登上53 层的国贸旋

转餐厅俯瞰更加繁华的深圳市区。深圳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从1984 年的3504 元，上升到1992 年的12707 元；

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984 年的2179 元，上升到1992 年的

5931 元。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成为初具现代化的大

都市。

在面包车上，邓小平着重问及深圳利用外资的情

况，李灏回答说，外资占了四分之一。邓小平随即说，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

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

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

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

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

嘛！

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金，不能与搞资本主义画等

号。邓小平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

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

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说，什么是社会主义，

许多人并不清楚，有些人自以为是，认为是百分之百

正确，没有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在接下来的汇报中，李灏向邓小平提到李光耀曾

与他的谈话，李光耀的话可概括为三句：一是中国不

能没有深圳，特区是改革的“试验田”；二是这种试

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路线可以走得通并在全国推广；三是李光耀培养了

很多百万富翁，但他自己不能当百万富翁。

小平听了，他对李灏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

抓，对比新加坡，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我们

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走两个文明建设的道路，将来

要搞得比他们好。仅搞经济建设并非就是社会主义。

所以邓小平说：“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

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一定可解决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这次南方谈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显

然作了一番思考，他总结为五点：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邓小平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早就看到市场经济改

革所带来的贫富悬殊的变化，但他充满信心地认为，

再过30 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会在各方面走出定

型的制度，到那时中国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中国一定

可以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有人称，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收入差距的扩

大以及贫富分化的社会。无疑，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出

现了较大的地区差异和贫富悬殊现象。在市场经济中，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既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也

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可以十分有效

地解决效率问题，可是其自身难以解决公平等问题。

这当然有个长期的过程，邓小平强调，我们搞社

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

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但最终是要走向共同富裕的。

1 月2 1 日，在参观完华侨城回来的路上，邓小平

对李灏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

裕。其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

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

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

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

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伟大创举破教条理解

邓小平也谈到：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

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预测，在

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

决这个问题。的确，新一届中央政府已提出的“以人

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战略，就是力

图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中寻求平衡。

李灏回顾说，邓小平将市场经济赋予社会主义新

的内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

教条理解。今日来看，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但也是

一种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走向共同富裕应该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责任编辑  张书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