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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邓小平理论 教学案例 

 

案例（一）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

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

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

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

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

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

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

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

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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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

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

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

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

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

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

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

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

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

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

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

会主义的。 

——节选《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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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如何理解“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 

 

2.如何正确分析姓“社”与姓“资”的问题？ 

 

问题分析： 

1.改革既然是成功与风险同在， 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呢?邓小平说：我

们的方针是， “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这是邓小平实践方法的核心。他从不

同的侧面反复地讲这个方法。 所谓“胆子要大” ，就是要有“勇气”“决心要

坚定”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定不移的 搞下去” ; “没有胆量就搞不成

四个现代化” ，“要克服一个怕字” 所谓 。 “步子要稳” 就是 ，“要 同人

民一起商量着办事” ，处理事情要谨慎小心，摸索着前进。邓小平早在提出改

革大计之 时就指出：“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这

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 落实“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要求的实际步骤。他

说：“什么事总要有一个人是第一个， 才能开拓新路。是第一个就要准备好失

败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失败也不要紧，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看准了的，就大胆尝试，大胆的闯。如果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 有一点‘冒’

的精神，没有一点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2.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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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清

晰地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给经济的发展开拓

了更加广阔的舞台。邓小平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一锤定音，不但解放了思

想、加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也加速了对内开放、对民企开放的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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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更稳定了全国大众的心，让全国人民可以一心建设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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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

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

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

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63页 

 

思考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问题分析 

第一，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生

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动力。社会要发展,人民的生活要提高, 必须发展

生产力。  

第三,发展生产力,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体现为生产力的更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就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否则，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吸引力，甚至有失败的危险。 

第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现阶段主要矛盾和实现现代化的需要。我国现阶段

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

决这个矛盾,实现现代化目标,就必须发展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