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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史为鉴�深刻认识到机遇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意义。分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机遇。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基本要求�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起飞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并成为新世纪“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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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求我们必须紧紧抓住21世
纪头20年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本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更

加坚实的基础。这是对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充分
体现了我党机遇意识的增强和深化。值此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邓小平同志的机遇思想�深刻领会邓
小平同志机遇思想的科学内涵�对于我们全面推进小康社会
的建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以史为鉴�深刻阐述机遇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性

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程�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条主线�也是邓小平考虑一切问
题、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从这一条主线出
发�邓小平以史为鉴�总结了中国历史上丧失发展机遇的教训
以及国外许多国家把握住机遇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
强调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重要性。在我国的近现代历史
上�曾经丧失了几次发展的历史机遇。早在18世纪中国丧失
了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从此落后于发达国家。
邓小平分析当时中国丧失机遇的原因时指出�“中国在西方国
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
守。” ［1］p64在19世纪中叶�世界格局的变化给予中日两国同样
的机遇。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把握了历史大势�抓住了机遇�
跻身世界强国。中国的清朝当局却未能抓住机遇�结果从“康
乾盛世”以后�如一轮“落日”走向“长夜无歌”�积弱成疾。新
中国建立以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世界经济处于战后
比较繁荣时期�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浪潮兴起。资
本主义国家极力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由此带来的国
际产业结构调整为很多国家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而中国在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经济不仅没有实现跃进反
而出现了倒退。接着发生了1966年～1976年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边缘�两次运动使中国

与世界机遇擦肩而过。邓小平从中国丧失机遇的负面结果得
出了深刻的结论：丧失机遇“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p377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注意到许多国家借助机遇实现快速
发展、提升国际地位的事实。他说：“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
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十年就跳出来了。” ［1］p369“日本、南朝
鲜、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他们“在发展过程
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 ［1］p377我
们的近邻日本�二次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经济几乎崩溃�但由于
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由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

变�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对此�邓小平指
出�我国“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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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
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1］p274所以�“抓住时
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慢�老百姓一比
较就有问题了。” ［1］p375“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
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
个政治问题。” ［1］p354可见�能否抓住机遇和利用机遇�不仅是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飞跃发展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

强化剂�而且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重大政治问题。
二、邓小平立足于谋求中国的发展�从战略高度�科学分

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机遇

邓小平是一个战略家�他从战略上、宏观上观察、分析、判
断形势�敏锐地发现和揭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机遇。

1．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机遇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对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

形势作了客观冷静的分析�对时代特征进行了科学判断。他
指出：“70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的力量超过
了战争力量。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 ［2］p25他认为�尽管战争的危险依
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较长
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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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揭示了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总趋
势。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明确了未来世界政治的
多极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
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 ［1］p82“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
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
境。” ［1］p270“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
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
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2］p25－26“现在世界
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1］p369为此�“要注意争取时间�该
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
题。” ［1］p25面对机遇�适时地调整外交政策。“中国不打美国
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1］p57我们是
真正的不结盟�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

2．世界科技革命机遇
面对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潮流�邓小平及时总结世

界科技革命发展的趋势�深刻揭示了世界科技革命对国际竞
争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和未来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
竞争�其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战略目
标�必须抓住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关键�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提
供的发展机遇。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世界科技革命
日新月异的条件下�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客观地存在某
些后发优势�只要他们主动利用这种优势�通过积极引进技术
并在引进基础上努力创新�就可以绕过新技术发展的某些阶
段�后来居上�直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从世界科技革
命发展的大趋势中及时揭示了我国加快发展的这一有利时

机。他以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反复叮嘱全党�在所有的高科
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
展”。［1］p280他不仅创造性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
且反复强调�“要利用外国的智力”�“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
术”�要“同他们搞技术合作”。［1］p32利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
机会�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
平�实现科技水平的跳跃式发展�“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
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p279

3．亚太地区崛起的机遇
邓小平在分析把握整个国际形势变化时�十分注意观察

和分析我国周边环境的变化�认为亚太地区的崛起�为我国的
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他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讲
‘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30亿人口�中国大陆就有11亿
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
“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
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
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1］p358亚太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打破了西方的战略企图�使这一地区
成为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新的力量。同时�亚太地区的迅
速崛起�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小平同
志正是从世界格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中�揭示了我国加快发展
的历史性机遇。

4．经济全球化机遇
经济全球化趋势为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

更大的发展机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
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资金、技术和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在国
际范围大规模流动�它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
理与资本�而且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邓小平指出：“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
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
路。” ［1］p106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市场潜力、发展潜力十分
巨大�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和难得的机遇�使我们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
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邓小平
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这是一个战
略问题。” ［1］p32

5．稳定与发展的环境机遇
良好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为我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经济总量
居世界第六�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体制环境基础。同时�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增强�民主化进
程不断深化�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更为有利
的政治环境、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认为
的�“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时就立于主动地位”。［1］p377国内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态势�
是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内在根据。

三、邓小平把握机遇的内在特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践的高度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基本要求

1．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分析是把握机遇的前提条
件。机遇是一种客观存在�呈现出隐蔽性和被动性的特点。
一般来讲�机遇被强加或施舍于主体的情况很少�它只为主体
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此�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发挥
主体能动性�科学分析机遇存在的条件�正确识别良机与危
机�就成为把握机遇必备的前提条件。相反“如果分析不当�
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
结果是丧失时机”。［1］p377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
剧变、苏联解体�国际上某些社会主义者惊慌失措�国内某些
同志也深感忧虑�认为苏东剧变对我十分不利。邓小平对此
则保持着十分冷静、清醒、客观的分析和认识。事实是�苏东
剧变�冷战结束�世界从美苏两极对抗走向多极化�这就使今
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有所减少。此
外�冷战结束�美、欧、日之间的矛盾发展�为我们利用矛盾扩
大了回旋余地�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所以�邓小平要求我们：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
光养晦�“在这个总政策下�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更
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要“同欧洲、日本发展关
系�加强合作�同世界一切和平力量合作�争取和平的环境”。
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世界上矛盾多得
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
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
善于把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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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革开放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内在条件。现代化
建设和历史机遇是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关系。邓小平认为
要把握历史机遇�必须具备有活力的内在结构和体制�指出：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特别要注意�根本的
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
阶。” ［1］过去�我们实行封闭式的产品经济体制�从内部看�搞
平均主义、“大锅饭”�束缚了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外部看�把自己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实行闭关政策”�“连
信息都不灵通”�结果使我们失掉了很多发展的机遇�只会“把
经济搞得死死的”。［1］因此�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建立健
全改革开放的内在机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积极完善我
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有利于扩大同世界各国的
交往�为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
方法”�［1］p373吸收资金和技术创造了条件�而且有利于国内各
个地区、各个部门、单位之间的经济交流的增多�信息渠道的
畅通�这就使我们认识和利用更多的机遇成为可能。

3．不搞争论、当机立断、大胆实践是抓住机遇的策略和途
径。机遇产生于事物的发展变化和相互联系之中�具有极强
的动态性、不可逆性和时限性�这就要求人们一旦捕捉到有利
时机�必须当机立断�大胆实践。他说：“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
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
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
以干。” ［1］p312否则�认识到的机遇也会丧失掉。邓小平同志不
仅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且是著名的实干家。在抓机遇的
问题上�他多次提醒人们�抓住机遇要“准备有个抢时间的问
题�不能不认真对待” ［1］p16“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
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p375为此�他特别强
调不搞争论�当机立断�大胆实践。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
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
成”。［1］p374所以�重要的是干起来�坐而论道�只会清谈误国；
犹豫不决�便会痛失良机。比如在对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在
我们很多同志对市场经济的性质问题犹豫不决时�邓小平同
志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社会主义也可
以搞市场经济。一语破的�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目标奠定了认识基础。又比如对于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
竟有没有危险�我们能不能用�邓小平同志指出�允许看�但要
坚决地试。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
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
志随情况和形势的变化善于总结经验、恰当地予以调整的实
践精神。

四、继承和发扬邓小平机遇思想�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进程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使我
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得
以改善。从改革开放起始的1978年算起�20年来�我国 GDP
年均增长率为9．7％�而且其中超过一半的年分 GDP 年增长
率在10％以上�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起飞。在现代化进程

中�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0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6694亿元人民币�按现
行汇率计算�我国 GDP 总量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
GDP 达到1090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根据国际经验�
在经济长期发展的历程中�人均1000美元是现代化建设非常
重要的战略起点和平台�如果能准确地把握机遇�利用好各种
有利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就可以大大地缩短现代化
建设的进程�在人均1000美元的平台上迅速起飞�奔向人均
4000美元大关。反之�错过了发展机遇�就可能长期在低水
平徘徊�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
光�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
中叶�将是很重要的时期�我们要紧紧抓住。”进入21世纪�以
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

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机遇思想�结合时代
发展新特征和国际国内新形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十六
大报告中明确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
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范
围看�政治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不断发展�经济全
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生
产跨国化的态势不断增强�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借力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和空间。再者�以信息科学技术为重要标
志的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它为各国发展经济、调
整产业结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更为发展中国家发挥后
发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提供了可能�为后进
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条件。从国内发展看�今后20年我
国具有加速发展的三大优势条件。一是资金来源的优势。今
后我国利用外资总额预计可以达到500多亿美元�有可能超
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同时我国又是世界
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就为我国加速发展�提供了丰富
的资金来源。二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巨大的大市
场。当前我国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快速推进时期�处在经济
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型期�需求比较旺盛�而且由于我们的国
内市场很大�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所以又是一个比较
稳定的市场�具有很大的市场优势。三是我国具有十分丰富
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今后随着我国国民教育的不断发展�人民
的科技教育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将更
加显现出来�它必将大大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我国商品的竞
争力。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指导�有改革开放以来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丰富经验�有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全国
人民的大团结和民族精神的空前高涨�政通人和�社会稳定。
只要我们开拓进取�扎实工作�科学分析未来20年“重要战略
机遇期”�牢牢抓住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有利的机遇�必将推进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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