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

惩治腐败”，“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表明了态度：“改革开放

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 

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发展的紧要关头，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姓资

的讨论，不断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对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

摇。特别是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进行严厉批评，严重妨碍了改革开放，实际上提出了重新

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某些人硬要把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升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把计划经

济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市场经济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

“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敌对阵营，开足马力抹黑和批判市场经济。还有人认为要改变改革开

放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和“反和平演变”双中心论来修改“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92年初，邓小平以 88岁的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

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

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做出

了重大贡献。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

惩治腐败”，“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表明了态度：“改革开放

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第三代领导人讲：

“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

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

不可能增强。”并尖锐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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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

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

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南方谈话，共 6 个部分、18 个方面、近万字，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

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讲话的灵魂。讲话的重点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

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提倡科学，靠

科学才有希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南方谈话 6个部分的主要内容： 

第一，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说：要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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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路线

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第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

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在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第三，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邓小平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律靠得住些。 

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

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第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邓小平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

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在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南方谈话的影响 

1992年 2月 28日，南方谈话要点以中央名义印发全党。南方谈话实际上是党的十四大

的指针。1992 年 6 月 9 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所作《深刻领会和

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对

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



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表示：我个人的

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 

1992年 6月 12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提到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这个提法。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

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

外贸易和出口。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

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相

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邓小平理论。十四大党章总纲明确指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

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党的十四

大还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 

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最初的第一次思想解

放当然很重要，邓小平南方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它对于改革进程更有着重大影响。这是

因为在当时质疑改革、怀疑改革甚至否定改革的时候，邓小平南方谈话拨乱反正，其思想解

放的力度、广度、深度，直到今天都还有着重大的影响。 

南方谈话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20世纪 90年代初，在各种声音的质疑下，不改

革就没有希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所以，改革必须要试，要敢闯敢试。 

南方谈话第一次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改革，这是最重要的。从此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实践释

放了经济活力，成就了中国的长期快速发展。在那个时候，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禁区。回过头

看，邓小平南方谈话拉开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

代，从而使今天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

为改革的重要目标。 

（资料来源：人民网，2014年 9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