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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最初是苏联采用的，之后进入中国，旨在

帮助欠发达国家积累资本，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 出于多方面原

因，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苏两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更开放、更

具竞争力的体制。 然而，当 1991 年苏联和东欧的政权纷纷解体

时，中国却自豪地宣称：它在 1978 年后取得了 10%的年均增长

率。 哪些因素造就了如此不同的结局？

中国与苏联相比具备很多优势。 它有漫长的不冻海岸线，可

以利用更便宜也更方便的海路运输。 过去两百年来，移居香港、

台湾、东南亚乃至西方的华人及后代有 2000 万之众，可以作为

资本和知识的来源为中国所用。此外，中国大陆作为潜在的巨大

为改革掌舵：

邓小平的理想与策略
□[美]傅高义 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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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吸引着各国的众多商人，后者愿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帮助。

政治动机也发挥了部分作用：中国开放后，西方国家想让北京进

一步疏远苏联， 遂慷慨提供资金和技术， 并接纳中国学生和游

客。

地理和种族的同质性对中国改革的意义亦无法忽视。 由于

稻田耕作的性质， 包产到户等政策让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

前高涨，而在以旱地为主、只适合采取机械化耕作的苏联，这是

很难实现的。与少数民族人口过半的苏联相比，汉族占 93%的中

国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苏联由于不断扩张疆域，新纳入的少

数民族一直存在抵抗情绪；相比之下，中国对其大部分疆域的统

治长达千年， 也没有通过占领反抗其统治 的邻 国进 行 过度 扩

张。

非但如此， 中国的统治阶层从国家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中

国乃文明中心的信念， 而苏联领导人一直觉得自身大大落后于

西欧各国。再者，中国大陆与周边区域———包括日本、韩国、新加

坡———具备某些共同文化特征， 后者的现代化转型可以更便利

地作为榜样。

然而，不管中国具备哪些内在的固有优势，邓小平还是在关

键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人截然不同的选择。首先，他始终坚持共

产党的权威，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这一信念与

20 世纪中国的其他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孙中山乃至蒋介石一脉

相承。

同时，邓小平懂得务实地面对需要做出的改变。 1978 年，他

确信党的很多干部，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发迹的人，是不足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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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现代化事业的无能之辈。但他并未将这部分人直接清除出党，

而是悄悄地将其赶下了最重要的位置，从而避免了内部分裂，使

党能够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 邓在为高层岗位选拔人

才方面十分用心，而且鼓励中下级干部也这样做。各级领导班子

选定之后，则会赋予其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促使其进取。

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 法规、 训练有素的人员乃至私人资

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策略是步步为营，不搞

“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因此，他授意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

转，提供相对稳定的基础，同时允许市场发育，使民众获取经验

并逐步适应。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在于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

须从观念到贸易向世界全面开放。 苏联领导人对允许外国人在

本国办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学生去海外留学。实际

上，邓的一些同事也担心外国人及其做法会把中国搞得“晕头转

向”，但他相信中共足够强大，能够对事态加以控制。邓大力支持

派遣官员和学生出国， 翻译外文书籍和文献， 欢迎外国顾问来

华。 他认为，外国公司搞不垮中国经济，出国的人依然愿意帮助

祖国。

中国巨变式的改革进程，并不完全是由邓小平启动的。邓的

独到之处在于，他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程

度大大超过了前任。无论经历何种挫折，他一直掌握着扩大开放

的主动权，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信念传播给国人，运用复杂的政

治技巧披艰克难。

（摘自《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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