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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从萌芽到全面发展的过程。
回顾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思考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对深化社会发展理论研
究很有帮助。
　　一、后发展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为了更加完整、准确地认识当代社会发展观的历史转折
，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意义，我们应该认真地考察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过程。
　　社会发展理论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世界性的社会理论研究思潮，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
后期兴起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是研究农业社会如何向工业社会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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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中国社会举世瞩目的巨大变迁，中国学术不仅取得了新的历史性进步，而且在跨越20世纪末
至21世纪初的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理论创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书将活跃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对各学科所涉及
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所做的回顾、总结、反思等，集结成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这一重要而
关键的历史阶段中国学术的全方位扫描与历史性总结。
本书的作者全部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亲历者，而且其中不少人就是相关理论或实践问题的发起者或
积极参与者，他们的回顾与思考因此更显珍贵。
在中国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创新性发展的今天，他们的反思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对历史问题的认
识，更多的是对现实与未来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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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邴正，1957年生，吉林长春人。
现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吉林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吉林省政府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吉林省社会学
会会长等职。
长期从事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研究，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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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从发展社会学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转型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历程回顾与创新（代序）改革开
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纪念中国社会主义改革30年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
时期20世纪晚期中国学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综述改革开放——我哲学生涯的分水岭近30年的西方哲学
研究中国哲学30年来的回顾与展望伟大的实践与实践的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改革开放30年来的佛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逻辑学研究的发展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觉醒　——国内
价值哲学研究30年述评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模式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模式的转变　——中国
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转型的性质与未来路径选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不同阶段的
任务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30年的历程和经验工业化与省域经济“
二重”开放：辽宁路径　——长期视野下的30年转型中国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成就、经验与
展望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30年国企改革的阶段特征中国史学理论研究30年：1978～2008改革
开放以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述评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
观察与思考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反思的几个问题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文学研究大跨越的时期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马列文论30年：1978～20083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学术观
念变化论略近30年法理学研究进路：1978～2008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治建设中国社会思想史研
究30年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改革30年中国模式的发展理念与发展共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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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纪念中国社会主义改革30年　　赵曜　　1978
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由此开
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30
年，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30年。
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包括改革与开放两大方面，其中改革是重头，本文仅就改革问题，谈谈
对几个问题的认识和体会。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阐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
程之后，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
要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历史转折关头代表中国人民作出这个关键抉择的，这就涉及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内外形势及其所提出的问　　就国际形势来说，当时最主要的是有两个特点：一是
世界主题发生转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强大的社会革命潮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潮流。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先后有15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
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和影响下，掀起了民族解放革命高潮，通过各种
不同形式的斗争，到70年代，有一百多个国家宣告民族独立，资本主义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
彻底崩溃了，这是20世纪社会革命所取得的最彻底的胜利。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越南战争的结束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为标志，世界主题已由战争
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革命潮流成为过去，又兴起了势不可挡的两大潮流
——新科技革命潮流和改革潮流。
在世界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在这种形势下必须转变观念，不再依
靠战争与革命，而是通过适应世界大潮，在科技革命和调节改革中，加快发展社会主义。
二是东西方的形势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最明显的特点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对峙的格局。
资本主义在战后整体实力有所下降，并经历了一段社会动荡时期，但是通过新科技革命和调整改革，
社会逐渐稳定，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上有较快发展，出现了年均增长6％以上的“黄金时期”，以
后虽然未能保持这种势头，但仍持续发展，表现出很大的弹性和活力，没有死亡迹象，已“死里逃生
”，“获得新生”。
社会主义则与其相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50年代末，是社会主义胜利大进军的年代，那时形势不是小好、中好而是大好
。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探索中发生重大失误，没有及时跟上新科技革命和改革大潮，加之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争论和破裂，到7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陷入困境，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危机。
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寻找出路、摆脱困境和危机的问题。
　　就国内形势来说，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采取
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从这时起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之所以说这两年处于“徘徊”，主要是指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坚持“抓纲治国”，提出“两个凡
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没有摆脱“左”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
之所以说这两年有所“前进”，一是揭批“江青集团”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二是国民经济得到
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如农业生产1978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突破6000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
业生产1977年和1978年分别比前一年增长14.3％和13.5％；三是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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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正确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开拓社会主义新道路奠
定了思想基础；四是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特别是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为开拓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
组织保证。
　　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政治局面相对稳定，但是党内外的
思想认识是相当混乱的。
概括地说，在中国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第一种主张沿着以往社会主义
的老路继续走下去。
这些人深受“左”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僵化，坚持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和路线，党的十二大报告的“抓纲治国”和两报一刊社论的“两个凡是”就是这种认识的集中表现。
主张这种观点的大多是“文革”中掌握实权的那一部分人。
第二种主张改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借拨乱反正和纠正“左”的错误之机，把矛头对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竭力鼓吹西方
的经济政治模式，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持这种主张的主要是受西方思潮影响较深的少数知识分子。
邓小平l985年在同台湾学者陈鼓应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一种思潮
，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这不行。
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
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种主张探索社会主义的新路。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在探索中发生这种那种失误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过去的路子不成功，就应继续探索，在探索中闯出一条新路。
持这种观点的是邓小平、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党员和群众。
邓小平早在下放江西期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复出主持工作期间所提出的“三项批示为纲
”、“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及l975年的全面整顿，都有改革思想，也可以说是改革的
前奏。
总括上述，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中所提出的三条道路，第一条是老路，是实践证明不成功的路；第二
条是邪路，是少数人主张走、多数人反对走的路；第三条是新路，是需要通过探索开拓的光明路，是
正路。
在举旗走路问题上出现的三种主张，说明当时中国正徘徊在十字路口。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引导和坚持下，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
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
策。
全会公报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
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
科学和教育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这条大船扬帆启程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人民意愿，在历史转折关头所作出的郑重抉择。
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说明，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中国改革的成功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掀
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改革潮流，它从社会制度和体制这个层面推动世界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和社会面貌的改变。
但是，改革的结果并非一样，其中有些国家的改革成效明显，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相对稳定，如美、
日和一些西欧国家；有些国家的改革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开初一段经济发展迅速，随后由于举措不
当，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动荡，如拉美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国家的改革始终起色不大，后来由于
导向和举措错误，导致社会制度演变，归于失败，如苏东一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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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是积极稳步向前推进的，可以说是世界改革史中最成功的。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其成就已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
和19世纪的美国。
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1.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会有阻力，中国
的改革也不例外。
应当说我国的改革和有些国家的改革比起来阻力不算很大，其原因是我国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经
济上已达到崩溃边缘，人们认识到不改革没有出路。
所以，在我国没有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即邓小平所说的“反改革派”。
但是，阻力是有的，主要来自于思想领域，即思想阻碍。
怎样排除这种思想阻力？
邓小平提出的办法就是解放思想，这是他对我国改革的一大贡献。
通过解放思想，使一些人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僵化半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思想认识能够跟上不
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实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达到实事求是。
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必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改革开放大大
向前推进。
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
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
苏联在改革中遇到阻力，不从思想上着手解决，而是采取组织措施，撤换了从中央到地方所谓改革不
力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结果不但没有排除阻力，反而增加了阻力，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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