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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八不”思想主张 
杨序石 

（湖南怀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怀化  418008） 

摘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八不”思想主张，主要包括：不动摇；不让步；

不妥协；不当头；不服气；不争论；不能搞；不能变。它们对于改革开放、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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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eng Xiaoping，some valuable thought and spirit have formed，which have great directive significance to our reform and 

opening to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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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一系列深刻思想理论，其中尤其

是“八不”思想精神和主张，对于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

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不动摇，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不动摇，邓小平同志对

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对于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建设，情有独钟，具有

高度的自觉性。他是从“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造成的深重灾难中

总结出的坚定不移的宝贵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四人帮影响下，

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口号，越穷越光

荣，忽视经济建设，给社会主义抹黑，造成严重后果。打倒四人帮

结束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出来工作，领导我国人民拨乱反正，改革

开放。1980 年 1 月 16 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他指出：“现在要

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

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抓住不放，

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P370-371）当以经济建设中心、改革开放取得

明显成就的时候，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邓小平同志总结经

验，又一次深刻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

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

摇不得。”[2]（P370-371）正是在小平同志执着的不动摇思想指导下，我国

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才取得重大的成就，才引人注目，并震惊了

世界。 

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让步 
不让步主要是指邓小平同志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思潮、

言行作坚决斗争的态度，对待制造动乱，危害国家、社会、人民安

定团结的行为作不妥协的斗争，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决不让

步。1986 年 9 月 28 日，邓小平同志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支持|”[2]（P181）1989 年 6 月的政治风波，一些

人反对《人民日报》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小平同志针锋相对，

一针见血地指出：“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

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2]

（P303）针对我国长治久安问题和第三代接班人的问题，小平同志指出：

“…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2]（P380）正是因为小平

同志坚持了这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不让步的斗争精神，才保证

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团的顺利交接，才保证了我

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 

三、对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不妥协 
不妥协主要指邓小平同志对于关系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重大

问题态度坚决，旗帜鲜明，不妥协、不畏缩，没有商量余地。邓小

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判的时候，坚定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

判的，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

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如果不收回（香港主权），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

人是李鸿章。”[2]（P12）面对撒切尔夫人的威胁，小平同志坚定地说：“如

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象夫人所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2]（P14） 

邓小平同志不妥协还表现在他对待苏联、美国、七国集团关系

问题上。对待美国的干涉，邓小平同志指出：“美国骂我们镇压学

生，…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2]（P307）邓小平用不妥协的精神顶

回了美国的干涉。对待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邓小平同志指出：

“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内政？谁

赋予他们这个权利？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

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2]（P348）这种高尚的民族精神，大

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一定要学习小平同志不让步的精神，保

卫我国主权、保卫中华民族的利益。 

四、对国际关系问题，不当头 
好当头是过去极左路线指导下处理国际关系的思想和做法，在

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关系出现了严重挫折，比如无偿援助

新加坡，新加坡迅速发展起来了，给我们自己生活却带来了困难；

没有追加日本战争赔款，日本右翼分子、军国主义者反而抬起头来，

不知道自己脸上有着血污；在国际共运中，以我为中心，井冈山道

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影响了国际共运的团结与发展。这些

实践证明不是科学的经验，是失败的教训。当着国际形势走向和平

与发展的时候，当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小平同

志提出了“不当头”的对外关系思想准则，取代了好当头的思想。 

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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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了。…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

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

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

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2]（P363）

在不当头的对外关系思想指导下，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小平

指出：“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 

五、对我国经济落后，不服气 
1992 年，88 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南巡的谈话中说：“窗口打

开了，新鲜的空气进来了，这有啥子（什么）不好呢？亚洲四小龙

就在你们的鼻子底下，你们服气么？我是不服气的。所以，要改革

开放，10 年、20 年、30 年、50 年、100 年动摇不得。”不服气是小

平同志的宝贵思想和独特风格。不服气是建立在民族自尊心、自信

心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深刻认识、深

刻了解基础之上的。我国经济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主义的长

期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极左路线的失误。小平同志从不因

为落后而自暴自弃，而是求真务实，奋起直追，从来就不服气，从

来不服输。不服气的思想也是源于小平同志对祖国、对自己民族的

无限热爱，他曾经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

我的祖国和人民。”只有对自己祖国和人民怀着深厚感情，无限热爱，

才能生长出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和勇气。 

只有不服气、不服输的思想，才能更扎实地把改革开放搞活搞

好，才能把落后转化成先进、转化成发达。我们一定要学习邓小平

同志不服气、不服输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从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

爬起来，坚忍不拔，把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作做好，把

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工作做扎实，做彻底。 

六、对姓“资”、姓“社”问题，不争论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存在着这么两种人，一种是只说不做

的人，或者是说了不一定做的人，或者是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

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不是任劳任怨，而是只顾埋怨、责备、

只顾唉声叹气，这种人好批评别人，这种人从不自醒，从不愿意批

评与自我批评，更不愿意扎扎实实地干一件实事。只喜欢在“木板

上钻许多的洞，不愿意在钢板上钻一个洞”，怕承担责任，畏缩不前，

这种人根本就是违背了共产党人向人民负责的起码职责。 

与此相对立，还有一种人只做不说，或者是做了不一定说。这

种人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从不讨价还价，这种人不是拈轻怕重，

而是选重担子挑，这种人从不怕苦怕累，勇于承担责任，敢冒风险，

这种人不愧为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邓小平同志就是这样的人。1985

年 5 月 19 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党委和

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

话，多干实事。…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以前我曾说过，愿

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领导者应该多干实事，

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2]（P121）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时候，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深刻

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

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

题，判断的标准应该是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2]（372）“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

了争取时间干，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P374） 

七、思想战线精神污染，不能搞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思想主张（1983 年 10 月 12 日）。由于当时我

们党在清理“文化大革命”极“左”遗毒时候，忽视了“右”的倾

向，使得一些自由化思想、思潮泛滥，在加上我们一些党组织的软

弱涣散，党内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

情绪，这样就使得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也就滋长、泛滥起来。精

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

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员领导的不

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

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

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

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针对这些现象，小平同志指出：

“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2]（P39）“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

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

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

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

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

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2]（P45） 

八、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 
这是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提出来的思想主张（1992 年 1 月 18

日—2 月 21 日）。他指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P371）“在这短短的十几年

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

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2]

（P371）为什么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呢？

其一，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从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中提出来的，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和规律，它符合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其二，实践证明

它是正确的。因为它解放、发展了中国生产力，提高了中国综合国

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引起世界瞩目，国人欢欣；其三，如果改变

十一届三中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造成人心不安，造成动

乱，损害人民利益，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坏和谐社会建设，

断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小平同志的

教导，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我

们的军队，国家政权都要忠实地维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中国人民当家做主

的人民政权，使我们的事业千秋万代，永远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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