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上接 第 一版）邓小平同志是捍卫、坚持
和发展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 。
他提出 的关于建设有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路线 、方针和原则 ，是集中全党智
慧和经验的创造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
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
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标志着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
的关于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论述 ，关于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对资产阶级 自 由
化的论述 ，关于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祖国的论述 ，关于国际战略格局和建立国
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论述 ，都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 ，对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丰
富和发展 。中 国共产党人将永远高举马列
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把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

二、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
的庄严使命

回顾七十年党的光辉历史 ，我们深深
感到 ，今后的责任更加重大 。当代中 国共
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是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沿着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自 力更生 ，艰苦
创业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 前的任务是 ，
努力实现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制定
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的建议和七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十年规划和“八五”
计划纲要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
步战略 目 标 ，为在下个世纪中 叶实现第三
步战略 目 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

实现我们的使命，必须正确认识中 国
的基本国情 。基本国情包括很多方面 ，我
主要讲三点 。第一 ，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 ，
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新
中国经济建设是从旧 中 国一穷二 白 的基础
上起步的 ，加上人 口众多 ，人均资源相对
短缺 ，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至今经济技术
文化水平还比较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 ，是人民群众 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第二 ，
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但是它在一定范围 内还将长期存在 ，并且
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
表现为资产阶级 自 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
对立 ，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
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
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
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 、相互交织 。第三 ，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 国大地上扎根并初
步显示出优越性 ，但是由 于它是一个新生
的制度 ，还不成熟、不完善 ，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中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
面和环节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
这个问题 。

中国 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我国处在社
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初级阶段，我们更
要自 觉地坚定不移地把这个任务放在中心
位置 。邓小平 同志说：“一个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
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把国
民经济搞上去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
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打下更加坚实
的物质技术基础 ，不但是我国长期的根本
任务 ，而且在我国现阶段具有重要的紧迫
的意义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基于对
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 ，确立了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在总
结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经验的基础上 ，又提
出了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
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党的基本路线和
这十二条原则 ，总起来说 ，就是要通过社

会主义制度的 自 我完善和发展 ，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政治、文化，以
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必须坚
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允
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 ，既不
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 ，
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不能
搞私有化 ；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 ，既要克
服平均主义 ，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逐步实
现全体人民的共同 富裕 ；必须建立适应社
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 的 、计划经济
与市 场调节 相 结 合 的 经 济体制和运行机
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
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 ，既要克服过去那种
过分集 中 、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 ，又不能
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 。我们应该牢牢
把握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基本
要求 ，并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 ，
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 ，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 占有同生产社会化
的基本矛盾 ，保证生产、流通、分配置于
社会的 自 觉调节和控制下 ，实现经济有计
划按比例地合理发展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
裕。动摇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就动摇了社
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必将损害全体人民的
根本利益 ，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在我
国现阶段，适应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
步发展的要求 ，首先要巩固和壮大社会主
义公有制经济 ，同时需要个体经济、私营
经济以及中外合资 、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
企业的适当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我们要在实践的过
程中 ，经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 ，采取适
当的措施 ，逐步使得各种经济成分在整个
国民经济中所 占的比例和发展范围趋于比
较合理。要逐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
价格、劳动工资 、社会保障、工商行政管
理等政策 ，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
引导其他经济成分健康发展 ，发挥其积极
作用 ，限制其消极作用 。

这里要特别强调两点。第一 ，国营大
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力量 ，它
们的状况如何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必须 充分发挥企业党组 织 的政治核心作
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 ，全心全意依
靠工人阶级 ，通过深化改革 ，建立富有生
机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切实
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第二 ，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要继续稳定以家庭联
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健全和完善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
体系 ，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促进农村
经济的发展。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
原则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我
们要继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
配形式。当前在收入分配上既存在平均主
义现象 ，又出现了过分悬殊现象 。这种分
配不公的问题，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 ，妨
碍生产力的发展 。属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中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劳动工资制度的逐
步改革加以解决 。其他分配形式中存在的
问题，要通过完善有关政策和法规加以解
决。要继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
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
又要提倡先富帮后富 。我们保护合法收入 。
对过高收入 ，要通过税收等形式加以调节 。
对违法经营牟取暴利的行为 ，要依法坚决
取缔 。现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
必须努力改进 。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
展的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
体制和运行机制 ，既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
般规律 ，又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
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 ，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 ，两者

存在本质区别 。计划与市场 ，作为调节经
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
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 ，因此在一
定范围 内运用这些手段 ，不是区别社会主
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 ，应该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采
用那些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
要求的通用做法 ，但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方
向，决不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 。
计划经济要 自 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我们既
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 ，改变过
去那种忽视市场作用 、忽视价值规律的做
法，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国家的计划管理和
宏观调控。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
相结合 ，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我们在前
几年的改革实践 中 ，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
积累 了一些经验 ，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 ，
今后要继续探索 ，进一步寻求结合的具体
途径、形式、办法和措施 ，保证我国经济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

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必须坚
持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 ，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
专政 ；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 ；必须坚持和完
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 ，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不
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 。我们应该牢牢把握
有中 国 特色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的 这 些基本要
求，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
发展安定团结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保
证人民当 家作主和国家长治久安 。

人民民主专政 ，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
主和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结合。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和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 自 己的 国家 ，享
受广泛的民主权利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
主的核心 ，也是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
别。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 ，增强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人民民
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它同四项
基本原则中 的其他三项具有同等重要的地
位。我们所以强调人民政权专政职能的重
要性，是因为国 内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
围内长期存在 ，国际上还存在妄图颠覆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1989年春夏
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 ，就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
风波所提供的历史教训 ，我们永远不应该
忘记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 的根本政治
制度。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
力，保障 自 己 当家作主的地位。要进一步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制度 ，加
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工作、法律监督和
工作监督。要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各级
人民代表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充分
听取和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 。党
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 内活动 。党的路线 、
方针、政策是体现人民利益的 ，应该通过
法定程序和法律形式 ，把党的主张变为国
家意志。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各
级党委要支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
职权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
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
一大特点和优点。中 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
事业的核心力量。没有这个坚强的领导核
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几
十年革命和建设中 ，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
建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
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 。各民主党派是参政
党，不是在野党 ，更不是反对党。中 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的重要组织形式 ，应该充分发挥它在我国
政治生活中 的作用 。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我
国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协商制度 ，切实发挥
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参政议政和
民主监督作用 ，以利于更好地坚持和改善
共产党的领导，以利于更广泛地联系和团
结各阶层群众。那种在我国实行西方多党
制的主张 ，实质上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和执政地位。如果那样 ，人民的政权就要

丧失 ，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被颠覆 ，国家就要
分裂 ，人民就要遭殃。全国各族人民决不允
许出现这种局面 。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 ，不断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大法宝 。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要继续巩固
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促进
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

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 ，要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 ，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
政策 ，促进民族地区加快经济文化发展 ，实
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要继续贯彻执
行党的宗教政策 。要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 ，
反对民族分裂 ，维护祖国统一 。

我们要进一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努力建立健全一套民主的科学的
决策制度和程序 ，充分走群众路线 ，广泛听
取各方面的意见 ，做到集思广益 。继续推进
机构改革 ，实行精兵简政 ，提高各级领导机
关和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 ，克服官僚主义 。
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群众团体的
作用 。加强城乡 基层单位的民主建设。进一
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加强对群众特别是各
级干部的法制教育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
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 ，保证各项事业在社
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

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文化 ，必须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不能搞
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 、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 “百花齐放 、百家
争鸣”的方针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
不允许毒害人民 、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
东西泛滥 ；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 ，立足本国
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 ，不允许搞
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 。我们应该牢牢把
握有 中 国 特色社 会 主 义 文 化 的 这些基本要
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
化素质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发展 。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指
导地位 ，是我们立党立国 的根本，也是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
的性质和方向 。只有这样 ，我们的文化建设
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 ，抵制和消除
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影响 ，不断创
造出先进的 、健康的社会主义崭新文化，培
养出 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 的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要坚
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
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 ，进行近代史 、现代
史教育和国情教育 ，增强民族 自尊、自信 、
自强的精神 ，巩固和发展人民内部平等、团
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 ，移风
易俗，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蔚然成风。共产
党员 、共青团 员和一切先进分子 ，必须努力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法 ，
树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世界观、人生观 ，
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保护和发扬
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思想
和精神，一切有利于人民团结 、社会进步的
积极思想和精神。总之 ，我们要变精神力量
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引导亿万人民共同建设
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 ，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
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 、丰富的 、
健康的精神需要 ，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
积极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
今用 、洋为中用”，是我们党繁荣社会主义
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 。我们要在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努力创造勇于探索和
创新的活跃气氛 ，提倡不同学术观点、艺术
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同志式的批评和反
批评。要鼓励深入研究我国建设和改革的现
实问题，鼓励创作更多的健康文明 、积极向
上、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在这些作
品中 ，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应该成为主旋
律。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
大民族 。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
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并结
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下转 第 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