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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和国家发展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
任。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以相关学科
总结、评述本学科30年来在我国的发展、成就、作用为主题连续举办18场学术报告会。
　　学术报告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和前进方向，总结宣传改
革开放以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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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一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　　成
果、特点与转折的由来　　要搞清楚三中全会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首先应当搞清
楚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特点。
　　（一）关于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从当时的全会公报上
看，可以大体归纳为六点：一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是讨论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同意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三是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
问题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四是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重
新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五是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唯物主义
的思想路线；六是加强和充实党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年半时间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进展，十一届六中全会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从新的认识高度，将三中全
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进一步概括成八条：一是结束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
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之前的“左”倾错误；二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三是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
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四是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五是提出注
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六是着重提出健全社会
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七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
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八是增选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在列举这八大成果后，《历史决议》指出：“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后的今天，如果要对它的成果再作进一步归纳，其中最重要的成果
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
因为，揭开改革开放序幕、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关键因素，正是这两大成果。
说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主要根据也在于此。
　　1.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
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三中全会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有六个人，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
念、陈云、汪东兴。
由于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中央工作的主导权实际上已从华国锋手中转移到邓小平手中。
另外，汪东兴在会议期间作了书面检查，提出辞职的请求，并在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
准辞职。
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又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得到会议同意。
所以，邓小平所讲的三中全会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指也只能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
先念。
对此，邓小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有更加明确的说明。
他指出：“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
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
”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所以能够逐步开
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有这个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供坚强的保证
。
　　2.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对于三中全会的路线，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
但无论作哪种表述，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指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后所制定并不断丰富的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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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
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思想上，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在政治上，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历史
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
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
级斗争，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
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
对于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当时虽然没有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
，这个基本意思已经有了。
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了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及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提
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更加凸显出来。
对于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会后也有进一步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选拔中青年
干部的工作制度化。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的前提下，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大限度地满
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经
济制度的私有化、政治体制的西方化，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融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说的解放思想，绝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
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
“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
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
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我们决定实行的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
”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国际一个又一个风险的挑战，之所以
能够在不断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社会的总体稳定，关键就在于
有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指引。
　　（二）关于两个会议的基本特点　　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那么重要的成果，是
否是事先就计划好的，是否是有步骤地自然而然地取得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这两个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不同寻常的显著特点就清楚了。
　　1.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和开始时由党中央
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
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在进
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
问题。
但是，会议刚进入第三天，党的八大时便是中央副主席而“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会一般
委员的陈云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
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现在干部、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顾虑。
接着，他提出了六个影响大或涉及面广、需要由中央考虑决定的冤假错案和问题，如薄一波等61人所
谓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的历史遗留问题，彭德怀的骨灰安放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康
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
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但又不便于说的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全文刊
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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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纷纷表示赞成，同时加以发挥和补充。
华国锋在紧接着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虽然要求会议由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转入讨论农业文件，
但代表们并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而是依旧热烈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延伸到了关于真理标准大
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和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意见、对中央和中央宣传领
导部门人事调整的建议等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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