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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和周恩来、 叶剑英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领

导 1975 年整顿是邓小平人生旅程中最为光彩

夺目的篇章之一。 对于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

学术界已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 不过，仍然有若

干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 主要是：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是“全面整顿”？ 1975 年整顿为何突

然中断？ 1975 年整顿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

索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在 1975 年整顿中

的思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能不

能说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本人在研究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著述中对这些问题曾经做出过不同程

度的回答。 在纪念 1975 年整顿 40 周年之际，本人拟

对以上问题，不避重复，发表一些个人的研究心得，

以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

一、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是“全面整

顿”

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是“全面整顿”？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从 1975 年整顿的实践中去寻

找。 让我们来看一看邓小平是怎样以“三项指示为纲”
作为指导思想来领导 1975 年整顿的。

先看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指导思想。
从 1974 年 8 月至 1975 年 1 月， 毛泽东先后作

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

济搞上去三项指示。 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

它们联系在一起，提出：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就

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①邓小平以“三

项指示为纲” 作为指导思想来领导 1975 年整顿，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

性地提出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 强调毛主

席的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

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条。 一个是“大局”论。 强调周

总理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和在 20
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的目标，“这就是大局”。 “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

伟大目标而奋斗”。 ②邓小平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

斗目标，明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工作重心，并

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

建设的言行提供了批评的依据。 邓小平对三项指示

的总体把握， 使 1975 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

不可挡的气势。
再看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发展过程。

关于邓小平领导 1975 年
整顿若干问题的探讨

□ 程中原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
页。

② 《邓 小 平 文 选》第 二 卷，人 民 出 版 社 1994 年 版，第 4
页。

〔摘要〕对于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学术界已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但仍然有若干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

认识。 包括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是“全面整顿”？ 1975 年整顿为何突然中断？ 1975 年整顿在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探索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在 1975 年整顿中的思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能不能

说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等。 本文拟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谈一些新的见解，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

〔关键词〕 1975 年整顿；“全面整顿”；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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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十 届 二 中 全 会 和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

作。 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大刀阔斧地领导

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即为落实毛泽东

早在“九 一 三 事 件”后 就 已 作 出 的“军 队 要 整 顿”的

指示作了部署。 与此同时，雷厉风行地着手领导铁

路 整 顿，召 开 工 业 书 记 会 议，发 出 中 共 中 央 9 号 文

件， 首先解决老大难单位———徐州铁路局的问题，

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邓小平随即在工

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

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 短短三四个月，
铁 路 运 输 面 貌 改 观，煤 炭 工 业 恢 复 发 展，钢 铁 扭 转

欠 产 局 面，整 个 工 交 战 线 发 生 显 著 变 化，出 现 安 定

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 全国工业总产值上

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全国财政

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 收支平衡，略

有结余。 国防科技事业恢复正常，为当年取得“三星

高照”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 这是整顿的第一阶

段，也是重点整顿阶段，可以说是整顿的试点阶段。
在此期 间，“四 人 帮”围 绕“反 经 验 主 义”问 题，

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四

人帮”，有力地支持了邓小平。 江青、王洪文被迫写

了检查。 王洪文被派往外地。 从 7 月 2 日起，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7 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接

连对“周扬一案”（7 月 2 日）和电影《创业》（7 月 25
日 ）作 出 批 示 ，再 次 对 文 艺 调 整 发 表 谈 话 （7 月 14
日），还批准邓小平的提议，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

室（7 月初）①。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

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1975 年整

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把整

顿 向 面 上 铺 开，并 引 向 深 入。 从 7 月 起，文 艺 的 调

整、军队 的 整 顿、教 育 的 整 顿、科 技 的 整 顿、地 方 的

整顿、农业的整顿先后展开，并取得成绩。

邓小平在第二阶段整顿铺开和深入的基础上，
决心乘胜前进。 他赋予整顿双重任务：首先是拨乱

反正，进而要改革发展。 在他看来，“把国民经济搞

上 去”，不 仅 要 恢 复 生 产 秩 序，完 成 1975 年 的 年 度

计 划 和 “四 五 ”计 划 ，而 且 要 设 计 出 实 现 “两 步 设

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具体蓝图。
邓小平认为，当时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有两项工作

最为急迫：一是要确定对发展国民经济从指导思想

到具体要求必须共同遵循的“章程”；一是要对实现

两步设想具有关键作用的今后十年做出长远规划。
为 此，邓 小 平 着 重 抓 了 三 件 事：计 划 工 作 务 虚 会 和

《工业 二 十 条》，关 于 科 学 工 作 的《汇 报 提 纲》，发 展

国民经济的十年长远规划。 邓小平针对浙江、河南

等地严重存在的 “双突”（突击入党， 突击提干）问

题，提出党也要整顿，并把整党作为整顿的核心，部

署在 1975 年冬至 1976 年春进行“全面整顿”。 他在

政治局讲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得到毛泽东

赞成；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向全党全国提出

“全面整顿”的任务，并进而明确全面整顿包括军队

整顿、地方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文

化 教 育 整 顿、科 技 整 顿、文 艺 整 顿 和 党 的 整 顿 九 个

方面。 这时，指导经济领域整顿的《工业二十条》和

指导教科文领域整顿的《汇报提纲》已经基本完成，

以“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全面整顿”的社论，正由国

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 就在 1975 年整顿准备进入

“全面整顿”阶段之际，一场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的 运 动 开 始，以 整 党 为 核 心 的“全 面 整 顿”进

行了准备，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迫中断了。
从上述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三个发展阶

段可见，邓 小 平 对“全 面 整 顿”作 了 部 署，进 行 了 准

备，但还 没 有 来 得 及 展 开，就 因“批 邓，反 击 右 倾 翻

案风”运动的发动而中断了。 所以，把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称为“全面整顿”是不够确切的。应该按

实际情况称之为“1975 年整顿”，或者按照邓小平1975
年 9 月 15 日 在 全 国 农 业 学 大 寨 会 议 报 告 中 所 说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1975 年 9 月

27 日和 10 月 4 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 “各

方面都要整顿”，称之为“1975 年各方面整顿”。
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出版说明”的提法，称

为“各项工作的整顿”，也是可以的。 该书注 19 谓：

“1975 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着

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也没有称“全面整

顿”。 该书收入邓小平 1975 年 9 月 27 日和 10 月 4
日 在 农 村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两 次 插 话，用 的 标 题 为《各

方面都要整顿》；该书注 19 谓：“1975 年，邓 小 平 在

毛泽东支持下， 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使国内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也都没有采用“全面整

顿”的说法。

二、1975 年整顿为何突然中断

1975 年整顿的挫折，发生在整顿进入科技领域

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 这时毛泽东开始改变他对

①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就酝酿要成立一个机 构，
作为写作班子和参谋班子。6 月 15 日，邓小平向党中

央写了报告。 7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

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 由

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

同志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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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支持的态度，他与邓小平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很

快尖锐起来。

9 月 27 日，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情况，谈

话中对邓小平主持下的这一段工作颇多否定，并提

到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 9 月 28 日，

恰 好 是 这 次 谈 话 后 第 二 天， 邓 小 平 把 经 过 修 改 的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不

满意，并特别指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这句话，他不记得曾经讲过。 ①而恰恰就在毛泽

东对邓小平整顿科学、 教育的方针有所不满之时，

10 月 15 日左右，邓小平又把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

静宜的信转到毛泽东的案头。 ②邓小平希望由此推动

教育的整顿。 不想结果适得其反。 毛泽东认为“信的

动机不纯”，“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

偏袒刘冰”；并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

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③就在毛泽东形成这些

看法的时候， 毛远新在新疆参加庆祝活动后回到北

京， 于 11 月 2 日上午到毛泽东处大谈当前形势，攻

击邓小平主持的整顿，说现在有一股风，要否定“文

化大革命”。 于是，形势逆转，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 不过，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还

是人民内部问题”，“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

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④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

这时虽然随之下降，但毛泽东也没有再重用他们。 毛

泽东对江青依然有批评， 也没有让王洪文再主持政

治局日常 工 作，出 面 主 持“批 邓、反 击 右 倾 翻 案 风”
并担任代总理的也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

1975 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在

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

争 为 纲 还 是 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 这 个 政 治 路 线 问 题

上，在 什 么 是 社 会 主 义、怎 样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的 基 本

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确有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

革命”。

邓小平主持的 1975 年整顿， 确实是在总体保

持“文 化 大 革 命”外 壳 的 情 况 下，从 工 交 、文 艺 、科

技、军队 等 方 面，局 部 地 对“文 化 大 革 命”进 行 拨 乱

反正，发 展 下 去，势 必 要 系 统 地 纠 正“文 化 大 革 命”

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这是毛泽

东所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

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到 11 月中在政

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

“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 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

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 我是

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由此，矛盾不

可调和。

其 二，在 路 线 层 面 上，是“以 阶 级 斗 争 为 纲”还

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

是一个“整体”，又 指 出“把 国 民 经 济 搞 上 去”是“大

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毛泽东批评邓

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

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⑤据此，“四人

帮”批判 邓 小 平 的“三 项 指 示 为 纲”是“故 意 把 安 定

团 结 和 发 展 国 民 经 济 这 些 属 于 ‘目 ’的 东 西 ，摆 进

‘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 ⑥其实，邓

小平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 他在主持 1975 年整顿

中，突 出 地 抓 了 反 对 资 产 阶 级 派 性，打 击 各 种 经 济

犯罪和破坏活动，促使安定团结的实现和把生产搞

上去。 他甚至对本应允许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

的一些表现，也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

济 建 设，他 提 出 把 国 民 经 济 搞 上 去 的 要 求，支 持 为

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中进行的种种努力。 问题的焦

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
国 内 主 要 矛 盾 是 否 仍 然 是 工 人 阶 级 和 资 产 阶 级 的

矛盾。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

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

了“八大”的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

错误。邓小平后来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

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 然而他

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是说

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

产力。 ‘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⑦

其 三，在 理 论 层 面 上，对 什 么 是 社 会 主 义 的 认

识有差异。
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 还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

纯，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

① 毛 泽 东 对《汇 报 提 纲》的 意 见，邓 小 平 于 1975 年 10
月 14 日转告胡乔木。 据 1975 年 10 月 14 日胡乔木

的日记。

② 刘冰等人的信写于 10 月 7 日。 10 月 13 日晚由教育

部负责人李琦转交给胡乔木。 胡乔木当晚即交给了

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 献 出 版 社

1998 年版，第 486 页。

④ 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1976 年 1 月 21 日上午。

⑤ 《建 国 以 来 毛 泽 东 文 稿》第 13 册，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1998 年版，第 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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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
页。

②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 四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95 年

版，第 560 页。

③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人

民日报》1997 年 2 月 25 日。

以或容许存在的私。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

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进其得到应有的发展， 而是

强调进行限制。 对按劳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实现

并臻于完善，而是着眼于限制。 “四人帮”则把它推到

极端，在上层建筑领域鼓吹“全面专政”论，在经济领

域把商品经济、 按劳分配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加以反对，把发展生产力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

判。 邓小平则不是这样。 他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

发展生产力。 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

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①后来，他更进一步指明，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搞平均

主义也不行。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它的本质特征，

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 邓小平没有

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或社会主义社会容许

发展或存在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或限制；也

没有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做到的东西， 当作现

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的来要求。 他主张在公有制

为主体的前提下， 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是必要的补

充；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

富，达到共同富裕。

应该看到，毛泽东信奉的那种社会主义，也不仅

是他个人的追求，它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一种思潮。

他们追求精神上的平等，在他们看来，穷与富，经济

发达与否，并不重要。 甚至认为，只有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 才是真正搞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

放， 国际上抱着这种极左思潮的人还在进行批判。
原法中友协副主席还写了一本名为《大跃退》的书，

批判改革开放不是进而是退， 而且是大跃退。 邓小

平则与之针锋相对。 认为发展生产力至关重要。 没

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资产阶级法权消除不了，按需分

配也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不出来，战胜

不了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
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

领导 1975 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

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②

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三个层面上存在分歧和矛盾，这

就决定了 1975 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必不可免的，邓

小平再一次被打下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这对于毛

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

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三、1975 年 整 顿 在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 的

探索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第 一 ，1975 年 整 顿 是 对 “文 化 大 革 命 ”拨 乱 反

正的开始。

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

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 其实，拨乱反正

在 1975 年就开始了。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

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 每整顿一项就见效， 非常见

效。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第二，1975 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

社 会 主 义 要 摆 脱 贫 穷，就 要 通 过 改 革，找 出 一

条 适 合 自 己 国 情、比 较 快 的 发 展 道 路。 邓 小 平 说：

“说到改革， 其实在 1974 年到 1975 年我们已经试

验过一段。 ”“那 时 的 改 革，用 的 名 称 是 整 顿，强 调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凡是这

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还说 1976 年的四五运动“证

明，1974 年 到 1975 年 的 改 革 是 很 得 人 心 的， 反 映

了人民的愿望。 ”江泽民指出：“这次整顿实质上是

后来改革的实验， 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 ,
代 表 了 党 的 正 确 领 导 , 在 短 时 间 内 就 取 得 显 著 成

效”,“整 顿 的 业 绩 和 他 在 整 顿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风 骨 ,
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

泛的群众基础。 ”③

第 三，1975 年 整 顿 是 连 接 “文 化 大 革 命 ”前 十

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
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

确思想和决策。 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

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 20 世纪 60 年代前

期调整、1972 年周恩来主持的整 顿 的 继 续 和 发 展；

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 对当

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 整顿是连

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 正确的和比较正确

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 邓

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文化

大革命”发展到 1975 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年发

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

策的运用和发展。 较之 “文化大革命” 前十年的探

索，应该说，1975 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

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四、邓小平在 1975 年整顿中的思想理论在形成

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能不能说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作为 1975 年整顿历史主角的邓小平，他领导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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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取得的巨大成功，“批邓反右” 遭受的沉重打击，

四五运动中受到的拥戴，再度复出后创造的辉煌，构

成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的最为跌宕起伏、波

澜壮阔的篇章。 而由于历史的特殊安排，1975 年整

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

与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 他领导制定的一系

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顿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

批示，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混乱局面，不仅具有

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构成了

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

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

不可能提出来， 只能叫整顿， 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

革，也包含了开放。 ”他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

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

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直到十三大和

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 ”①

胡乔木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分析，从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也就是从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和政治

（安定团结）、经 济（把 国 民 经 济 搞 上 去）两 个 方 面，
说明了 1975 年整顿的指导思想是日后形成完整科

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在这里，本人还将列举 1975 年整顿中已经提出

或萌发的邓小平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观点：
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 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割

裂了。 毛泽东同志三条重要指示互相联系， 是个整

体，是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这是我们这一

时期工作的纲。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

项基本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

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 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

政策，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 不仅要路线正确，而

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
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我们不能吹，

因为我们现在尽管有了这个基础， 但还很穷、 很落

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

十年时间。
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整顿的核心

是党的整顿。 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 整党主

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
今冬明春，在整党的同时，要腾出时间来搞好企

业管理、生产秩序、设备维修等。
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团结———批评———团

结的公式丢掉了。 要大讲增强党的团结， 加强党的

统一领导。 “四人帮”的报刊宣传“只讲斗争不讲团

结”，这是不利于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

不利于增强党性、消除派性的。

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要发挥专业科研机构和

队伍的骨干作用。 大中型企业要有自己的研究试验

机构。 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 必须虚心

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 有计划有重点

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快国民经济的

发展速度。 要多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 就必须

增加出口。 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尽可能地多出口。 为

了加快我国煤炭、石油的开发，可以在平等互利的条

件下， 按照国际贸易中通行做法同外国签订长期合

同，由他们供应适合需要的现代化的成套设备，然后

用我们生产出来的煤炭和原油偿还。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

条 件 和 精 神 条 件，否 定 按 劳 分 配，不 承 认 必 要 的 差

别，搞平均主义。
要坚决消除“三废”污染，保护环境，保护职工身

体健康。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努力避免片面

性和局限性。
要 实 事 求 是 。 加 强 调 查 研 究 ，使 思 想 符 合 客

观 实 际 ，不 断 地 认 识 和 掌 握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客 观

规 律。

邓小平在 1975 年整顿中提出的 “三项指示为

纲”和 上 述 一 系 列 言 论，是 日 后 形 成 完 整 体 系 的 邓

小 平 理 论 的 重 要 观 点、重 要 思 想。 据 此，我 们 认 定

1975 年整顿中邓小平的思 想 理 论 是 邓 小 平 理 论 的

起 点，是 有 根 有 据 的 ，是 符 合 实 际 的 ，是 站 得 住 脚

的。 《邓 小 平 文 选》的 编 辑、分 卷 就 是 以 1975 年 整

顿为界碑的。 其第二卷从 1975 年开始，并在《第二

版 出 版 说 明》中 指 明 ，邓 小 平 “关 于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社会 主 义 理 论 的 某 些 重 要 思 想”，“在 七 十 年 代 中”
就 “已 经 提 出 ”。 这 一 论 断 正 可 成 为 本 文 重 申 的

1975 年整顿中邓小平的思 想 理 论 是 邓 小 平 理 论 起

点的有力佐证。

从 1975 年整顿的历史， 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

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人，又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者。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①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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