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情和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也是

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

科学把握。实践证明，政治稳定是

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社会进步的保

障，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石。

邓小平高度重视坚守无产阶

级党性、顾全大局，他多次告诫全

党要顾全大局。他曾强调指出：

“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

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

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

大局。”他也曾专门谈到过顾全大

局的问题，并强调指出：“这个大局

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现

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

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

这个大局。”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

大局观的核心在于全党同志和全

国人民要围绕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而努力，即在二十世纪末把中国建

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

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

会主义强国。

1978年 11月 25日，邓小平明

确指出：“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

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

代化……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

心思上，乱是脱离群众的。国际上

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

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

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

打交道；你乱了起来，别人就不敢

和你打交道了。安定团结是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

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党中

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

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

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

理。”

正是从维护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的利益出发，邓小平多次强

调顾全大局——无论是党员还是

普通公民，都应以国家的整体利益

为出发点，反对宗派主义和个人主

义，克服本位主义倾向，顾全大局，

确保全党全国的步调整齐一致，共

同奋斗。这种大局观是中国共产

党人处理复杂局面的重要指导思

想，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是一

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需要一个

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通过一系列

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邓小平为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安定团结的

政治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

基础。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实践，

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为后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重要的启示。

还需指出的是，邓小平以自力

更生为主，同时也要坚持改革开放

这一辩证思想为“中国式的现代

化”勾勒了清晰航向，提供了重要

的方法论原则，展现出了高瞻远瞩

的洞见和卓越的实践智慧。

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

强调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并重。

一方面，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我们

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

自力更生为主。”为此，他号召、鼓

励人民依靠自身的勤劳智慧，克服

重重困难以推进经济、科技和综合

国力快速跃升。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强调在自

力更生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推进

改革开放。1983年 6月 18日他在

会见参加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的

外籍专家时指出：“对外开放政策

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

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

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

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

贫困的状态。”1984年3月25日，在

会见日本首相时他明确释放坚持

开放政策的信号：“翻两番……需

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

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

的合作。”为此，他提倡科学规划和

以审慎态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

理经验——尤其是在工业化、科技

进步、教育等领域的优势成果以加

快现代化步伐。

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式的

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反对

导向资本主义的“右的倾向”，他明

确指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

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

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

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

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

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

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

不能靠资本主义。”

可见，邓小平的自力更生与改

革开放并重的辩证思想为“中国式

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

则，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

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

了宝贵镜鉴。这一既不故步自封

又不盲目追随的平衡之道，确保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稳定和持

续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

取得成功的重要密码。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七、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原则
的确立

八、为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提
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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