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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系统论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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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的先进思想总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在邓小平理论有关强国富民的发展战略中契

合着丰富的系统论思想：把握系统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起点，层层推进，

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持续发展；注重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作用，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契合系统论的整体最优化原则，注重全局优势

提升的“两个大局思想”；从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着手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

的关系。这对我们今天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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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先进思想总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

的。现代系统论有力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

质世界普遍联系的思想。而在xljd,平同志克服片

面、教条的“左”倾失误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

义唯物辩证法探讨、寻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进程中，更是自然地将发展中的中国社

会作为一个系统加以考察，在xljd,平理论系列的

强国富民战略中契合着丰富的系统论思想。

邓小平理论中的系统论思想首先表现在：抓

住社会是由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层次构

成的有机整体，理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依据生

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起点，层层推

进，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

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

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基础。”¨儿37从促进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邓小平强调要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出发，建立与

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一点个

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

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厂，这些都是对社

会主义的补充。”⋯138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以在更大的范

围内容纳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对于分配方式，提

出具体的分配方式一定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实际发

展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

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

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捌进而提出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

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

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2J152逐步形成了

以按劳分配为主，让一部分地区、单位、个人通过

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先富带后富，使全国人

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收入分配理论，极大地调动了

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将经济体

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经济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

题。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总结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指出：“计划多一

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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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73同时

“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

制改革的必要性”。⋯"6‘‘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

制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1J164而随着经济体

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生产力又获得了进一

步的解放和发展。这样，社会大系统内部各要素

之间相互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形成，推动了整个

社会向前发展。

邓小平理论中系统科学思想之二表现在注重

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上。把握住时代特征“现

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

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

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

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

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2
J233—234

这一思想契合了系统理论的动态性原则：一切系

统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都不是孤立的，而是

处于一定环境之中，与外部环境有着物质、能量和

信息的交换。

我国曾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

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箅

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

穷落后，愚昧无知。”⋯90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历

史的原因，我国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社会主义建

设虽也取得一些成就，但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

中国“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

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

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时期变成

了经济大国。”[11274“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

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J78‘‘建

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

位。”⋯26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程

度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通过对外开放，

我国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

比较优势，吸收和利用外来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迅

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

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系统理论强调系统内部诸要素是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正确处理诸要素彼此之问

的相互关系有助于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邓小平

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可说是对

这一原则的体现。

改革、发展和稳定是我同现代化建设总体格

局中三枚关键的棋子。发展是邓小平论述最多的

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1 J377“贫穷不是礼会

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H255“中国能

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

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

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6为了加快发展，

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

革也是解放生产力。”⋯”0‘‘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

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

碍。”⋯134突出了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而改

革、发展都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作保

证。“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

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

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11331同时，

稳定离不开改革和发展，“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

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

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

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01]355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需要把改革

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很好

地统一起来，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推进改

革、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

的长期稳定。

四

整体优化原则是系统方法的目的和要求。这

一原则要求在研究解决问题时，统筹兼顾，大力协

同，本着“多利相衡取其重，多害相衡取其轻”的

精神进行综合，以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xljd,平

提出的“两个大局”的区域经济理论——坚持大

局优先，注重全局优势的提升，即契合了这一根本

原则。

由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社会文化、历史传

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极不

平衡，区域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东部沿海、中部、西

部内陆三大部分。其中东部地区工业基础较好、

交通发达、人文资源丰富；又毗邻港澳台，有着较

好的利用海外资源的条件。从这个实际出发，邓

小平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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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

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

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

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

局。’’[1】277—278

“两个大局”思想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整体

最优化原则：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以达到整体效

率的提高。它首先着眼于缩小我国同世界发达国

家的差距，着眼于20世纪末小康目标的实现——

重点支持东部地区发展，使有条件的东部沿海地

区先发展起来，尽快增强国家整体实力。其次着

眼于现代化第三步目标和共同富裕的实现。第二

步战略目标实现后，就要在发达地区再发展的前

提下，更多考虑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在发展中逐步缩小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并进一步

增强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以保证国家经济发展

的持续性。

“两个大局”思想前后呼应，相互贯通，在实

践中已见成效。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我

国实施以效率为中心，向优势地区倾斜的政策，重

点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使我国经济特别是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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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广东、福建、浙

江、江苏、山东等省迅速崛起，达到了迅速提升综

合国力的目的，翻两番达小康的目标提前实现。

综合国力的增强，也使围家有能力加大对中西部

地区发展支持的力度，九十后代中期以来，西部大

开发战略实施，使东西部关系进入到一个互联互

动的新阶段——东部地区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资

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的交流、合作与支持，西

部地区经济的振兴又支撑了东部地区的进一步发

展，东部和中西部互帮互助，共谋大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新

一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礼会是社会结构合

理的社会，要求社会层面本身各个环节、各种因素

以及各种机制之间要相协调，社会的各个组成部

分要有一个比较匀称、比较均衡、比较稳定的关

系。学习xlS／l,乎理论，掌握其中蕴含的系统论思

想，也就启示我们：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系统思维的指导

下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和谐

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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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stem Theory Thought in Deng Xiaoping§Theory

GA0 Y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of
Yangcheng Institute of Teehology，Jiangsu Yange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Deng Xianping applies system theory 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ractice．There are rich system theory thought in Deng

Xiaoping§theory：First，grasping the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ystem and its level，taking the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he beginning and prompting the society to develop．Second，stressing the mutual function of system and the environment tO pro-

pose China’S development does not leave the world．Third，proce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form，the development，the stable

from the mutual function of essential factors in the system．Fourth，conjugating the whole optimization principle of system theory

to stresses the overaU situation superiority 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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