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九风波：改革开放面临重大考验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形势复杂多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动荡不断加剧；

西方国家政要扬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将“不战而胜”；中国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滋长

蔓延；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突出显现。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预示着一场大的政

治风波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中国走到一个重要关头，党和人民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一）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 

1989 年春夏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4月 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

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

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

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

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

力的支持下，于 1989年 6月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

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政治风波的发生，促使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1989年

6 月 16 日，邓小平同江泽民等谈话时强调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1989 年 6 月 23 日至 24

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分析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性质及原因，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针对一部分党员不同程度地卷入政治风波的问题，党中央认真进行清查、清理工

作，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1989年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经过对政治风波的反思，党对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1990 年 3 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针对

政治风波中暴露出的党的领导受到削弱的问题，党决定在领导体制上进一步调整党同国家政

权机关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促进了我国的政治稳

定和社会稳定，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政治条件。 

（二）打破西方国家“制裁”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使

我国的对外开放遭遇严重障碍。面对严峻复杂的局面，党中央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战略策略方

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坚决的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成功打破“制裁”，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了考验。 

面对西方国家施加的压力，邓小平及时指出，“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



头就越大”；“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他强调：“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中

国党和政府以各种形式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1989年 9月 29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40周年大会上明确宣告：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

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视频：《邓小平：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三）治理整顿完成 

1988年夏季，由于不适当地决定全面推进物价改革，实行“闯关”，结果诱发了全国性

的抢购风潮，使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局面。经济发展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把国内的事情

办好，关键是把经济建设搞好。1989年 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认真分析面临的经济困

难，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确定在前段时间遏制通货膨胀、稳定

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从 1989年算起，再用三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

明确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 10%

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状况，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提高效益基础上保持 5%至 6%的年

增长率，改善产业结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改革措施。改革要围绕治理整顿进行。治理整顿

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

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治理整顿在实践中进展顺利。到 1990 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完成。根据中共中央的

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

（草案）》，经 1991年 3月至 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后付诸实施。“七五”

计划胜利完成和“八五”计划的开始实施，标志着国民经济治理整顿任务全面实现。 

（四）改革开放继续推进 

在治理整顿期间，改革开放没有停顿，在某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标

志性的举措是证券交易所的建立。1990年 12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 年

7月 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对外开放方面的重大举措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1990

年 4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启动了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举措。1990 年 5月 1日，

上海市政府向国内外宣布了浦东新区对外开放的十条优惠政策。这是我国坚持走改革开放道

路的一个重大信号。 

 

案例：邓小平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思考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浦东开发开放奠定了坚实

思想基础。 

浦东开发开放的目标定位，就是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出

发，肩负起党中央赋予的推动上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流域经济

腾飞的重要使命。 

理念创新——理念创新首先是基本思路创新。邓小平 1991 年视察上海时指出，浦东是

面向世界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

显的优势，辐射面宽。”根据邓小平上述指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

界”就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工作方针，无论是开发规模、开发规划、开发资金，还是参与开

发的智力，都是与世界接轨的。在建设什么样的浦东的问题上，邓小平要求浦东一个方面要

讲综合实力，第二个方面就是精神文明。因此，浦东开发开放形成了“不仅是项目开发、产

业开发，而且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开发开放思路。 

战术创新——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浦东推出了金融贸易、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

产业化三个先行发展战略，以及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政策。要在短短数十年间建设一

个现代化新城区，必须推行超常规发展战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

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

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体制创新——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浦东开发开放本身就肩

负着突破旧体制、构建新体制的使命。在企业制度方面，邓小平希望浦东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浦东率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

要素市场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根据邓小平“金融很重要，是

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的指示，浦东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率

先突破传统体制障碍，一些重要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举措率先在浦东试点。 

30 多年来，从“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到“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成为激励浦东不断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浦东过去的成功，充分折射出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所具有的世界价

值。未来浦东的窗口意义，更是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

部署，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思想的重要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