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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
■柳建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 深刻洞察国际局
势， 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时代特征， 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眼光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
题，领导并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
的思想。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
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认识，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
成部分，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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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教育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深刻洞察国际局势，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眼光高度审视中国
和世界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敏锐把握世界大
势，领导并大力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在这
个过程中，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邓
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深刻把握其对外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对于我们实现党
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对西方的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认识，积极发展
对外关系和经贸交流，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
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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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P43)尽管有这样的认识，但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当时客观环境造成
的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的成效不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美
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国际环境开始逐渐好转，1979年的中美建交，使得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成为可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纠正了“战
争与革命是当代世界主题”的传统观念，“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判断，为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坚定不移地主张实行对
外开放”［2］(P11)，使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得以确立。这就涉及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
出的基本结论。”［3］(P3)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这个认识上的深化，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
理论上更加成熟，在实践行动上更加自觉。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在同外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
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P29)1984年10
月26日，在同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谈话时,他又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并且
一口气用了四个“走自己的路”，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3］(P95)

走自己的路，融汇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融汇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
毛泽东曾说：“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
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
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4］(P603) 邓小平以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经验作为实践根据，把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基本
原则作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考察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会发现他不是单纯地讲改革开放，
而总是结合对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来进行谋划，突出强调对外开放
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
要内容，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可以说，“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
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又是其对外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由于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领导地
位和在重大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即大家常说的“总设计师”的特殊身份，其对外开放思想就以党
的方针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形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反映在走什么样的
道路方面,就是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也不能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所回答的基本问题，
是在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
史条件下，如何正确看待和利用外部经济环境与条件，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
问题。邓小平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3］(P6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P78)的判断出发，认为搞
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利用外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有力手段。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所以必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开展对外经济技术
的交流与合作。为此，他提出要充分吸收和利用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建立经济特区，强调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3］(P51-52)。正是由于

6



中国共产党将“坚持对外开放”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才
得以制定和贯彻执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
推动作用。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提
升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公
共管理的完善等。

总之，将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走自己的路相结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科学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正确战略选择。这一重要选择表明，他已经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后来提出党的基本路线、形成邓小平理论的一个
重要思想内涵,这是其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对外开放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基本方针的开放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睿智观察世界，在对人类社会的开放趋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认为当今世界是国际交往日益广泛和多样化的世界。在这一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他多次强调封闭
必然导致落后，要抓住和把握历史机遇，大胆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
不行的，发展不起来”［3］（P64）。因此,我们必须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下去，这就必然
遇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对外开放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

独立自主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外交的基本
原则。众所周知，独立与主权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前提，是一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开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的根本基础。有着因外来势力侵略而导致深重灾难历史的中华民族，既对民族的强
盛复兴有着迫切追求，更对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倍加珍惜。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在多年的
革命生涯中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突出强调: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绝不会接受别国干涉
内政，我们要自始至终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针对改革开
放以来，有关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无理制裁、打压或封锁，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
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3］(P3)，所以，他在指导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以国
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成为其对外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在阐述
对外开放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突出强调了以下两点，在今天仍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独立自主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强调独立自主，不是反对开放，也不是不开放，而是要在进
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始终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本前提。在邓小平看来，当今世界是开放的
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孤立发展。无数事实表明，如果一个民族把自己封闭起来、与
世界隔绝，那就无论如何也发展不起来，也就无法改变落后的局面。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
开放。但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能把希望
完全寄托在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上。要坚持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
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况且，一个国家没有获得独立和主权，别的国家或民族在本国领土上为所欲为，
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因此，当代中国的主动对外开放，同历史上被迫出让主权的被
动开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可见，独立自主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论述非
常多，如他曾指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
加以改变呢”［3］(P359)，这就鲜明地回答了，无论何时，面对何种制裁和责难，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国干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

7



江西社会科学 2024．7

涉内政。针对一些国家企图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对中国实施渗透、西化和分化，邓小平强调，在对
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警惕和抵制各
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他说，“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
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
制，那是不能动摇的”［5］(P133)。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同时，只有在发展对外关系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护国家
的经济安全，才能进而保障国家的政治独立和政治安全。所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
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
我国利益的苦果”［3］（P3）。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这一鲜明特点，反映了其对外开放思想原则性、独立
性的真正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
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P111)

其次，对外开放不仅不影响独立自主，而且有助于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的，它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引进国外的
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对此，在邓小平看来，要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优
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
竞争力，增强我国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维护民族团结和尊严的能力。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消灭
了贫穷和落后，才能够真正实现和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和自主。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促
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增强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总之，在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一方
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具体体现。他在《第三代领导集体
的当务之急》中明确指出：“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3］(P311)另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获得真正的政治独
立，就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要通过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增强本国独立自主的能力。同时，对外开放
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单纯依赖外援为基本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邓小平把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思想，中国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了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快速发展。

三、对外开放是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开放

邓小平通过对中外历史和时代主题转换的审视与把握，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
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P105)，由此提出了“和平与发
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在此基础上，他逐步提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世界的全
方位和多层次开放的思想。

从历史逻辑来看，对外开放是总结历史教训的结果。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但
自晚清以后，由于“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3］(P90)，从而遭受了任列强宰割的
百年耻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和主权，但由于遭受外部的封锁，导致中国
进一步拉大了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中国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把开放的国
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广阔的国内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加强交流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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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加快发展。
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通过实施分步

骤、逐步推进的开放战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体现了他关于“开放是对世界所
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3］(P237)的思想。所谓全方位是指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
中国家开放；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对外开
放，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坚持对外开放；不仅对外开放，也对内相互开放。当然，由于改革开放要
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同时，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水平比较落
后，改革开放之初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分工的能力较弱。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主要实
行以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主的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扩大对
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
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
西他们也需要”［3］（P32），“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
放”［3］（P51)。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1984年，又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又进一步开放了长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1988年，决定将海南岛改制为海南省，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1990年，又作出了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决策；1992年，开放了武汉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黑河等

13个沿边城市和长沙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至此，我国形成了由点到面、有层次、有重点、逐步推
进、全面展开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意识形态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交往不可逾越的
天堑鸿沟，即使无产阶级政党之间也常常因为意识形态而发生论争。随着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
展”的转变，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时，应该采取政治与经济适度分开的原则，突
出相互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即打破过去搞意识形态对抗的僵硬的冷战思维和框框。在此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本着“超越意识形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原则，主动与世界各国不同性质的各类
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往来，很好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摆正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然，意识形态的斗争仍会长期存在，并且会花样翻新，对此我们必须保
持高度清醒，而不能因为求同存异而掉以轻心，“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
心中要有数”［3］（P320）。在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下，不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搞意
识形态划线，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为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国
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对外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

四、对外开放是体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开放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使物质文明得到充分发展；而且要实现文化现
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能动
的反作用，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者的协调发展共同推进着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认为，一方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
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P43)；另一方面，又要客观估计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诸种负面
影响，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消极现象，始终采取两手政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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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外部环境考验上，如何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如何抵制西

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
引进， 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3］(P43-44)，“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
方式在我国泛滥”［3］（P3）。他特别强调,“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
恶颓废的东西”［5］(P168)，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的关系。

强调对外开放必须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现了邓小平对
外开放思想的辩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推动全党全社会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时，“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
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7］(P6)。在邓小平看来，由于历史
的原因，发达国家先一步拥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手段和物质装备，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
外开放，主要是学习借鉴这些有益的东西，加速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繁荣。换句话说,就是要正确
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经济、文化、科
技、管理等方面确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我们要博采众长，比较选择，有效利
用，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对各种西方错误思潮决不允许其畅行无阻，尤其不能盲目崇拜
西方文化，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P44)。在对
外开放过程中，既不要对西方传入的东西大惊小怪、少见多怪，因噎废食，不顾大局地对开放政策
盲目指责，轻率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而加以拒斥、挡在门外，从而放慢对外开放的步伐；又要注
意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确地对待开放和引进，决不能对国外的东西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
以洋为尊，甚至对西方文化全盘肯定，主张全盘西化。事实上，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
经济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腐朽生活方式已经传入国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注
意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敏锐性和文化鉴别力，不被任何错误文化思
潮所惑，更不被任何错误社会思潮所利用。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所以，处理好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二者就会互为条件、相互
促进，对外开放就不会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根本性冲击，正如邓小平分析指出，“开放伤害不了我
们……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不
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3］(P90-91)。一言以
蔽之，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要承认并正视消极现象，不怕资本主义的冲击，对外开放得利益的大头
是中国，个别问题不急于一时解决。这一分析言简意赅，辩证达理，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务实
精神和想长远、看未来、求发展、谋大局的战略思维。

正是从这个角度，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
中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
姓‘社’的问题”［3］(P372)。为了解决这个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
利于”的标准，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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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372)。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
们评判改革开放举措是否正确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犹如
振聋发聩的一声巨响，结束了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否正确的无谓争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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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具体化了，把生产力标准明晰化了，把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大大
推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五、对外开放是有利于推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开放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基于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必然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讲信修睦、以和为贵，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就把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为奋斗目
标。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外交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所决定，中国必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永远致力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因此，中
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推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这体现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宽阔视野和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的基本原则，也成为其对外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在这方面,他突出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共产
党只有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升抵御
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使国家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富裕，才能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为世界和平
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经过改革开放，“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
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3］（P143）。正是在
此意义上，他特别强调一心一意搞建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发展是硬道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最
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
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3］(P355)。

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原则。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不能离开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越性，走在人类文明
的前列；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对
外交流的重点是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的科学技术水平比较
落后，多层次科学技术水平共存，特别需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引进科学
技术不仅要引进科学技术本身，买专利、知识，而且要引进科学技术的载体———人才。“接受华裔学者
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5］(P57)这样做，将有利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同时，邓小平又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有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
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始终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从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的坚定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科学地判断国际形势，指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
代主题，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发展问题更为突出，经济力量正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主导因
素。谋求合作、发展与进步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不仅
造福中国人民，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机遇。正如邓小平所说：“西方政治家要清楚，
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
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3］(P79)可见，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与世界经
济的发展是利好因素，因为“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
会做出较多的贡献”［3］(P79)，“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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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3］(P80)。
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必须加深

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促进世界的和谐与进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敏锐
地洞察到时代主题的转换，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实际需要，从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出发，突出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独立自
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邓小平的这些外交战略思想不仅引领着中国外交彻底实
现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思维转换，赋予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新的时代内涵，
也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工作改变了“一条线”战略，更加坚持独立自主，实现“真正的不结盟”［3］(P57)，为
推进全方位开放提供了政策依据。1990年，邓小平针对东欧剧变，又明确提出了“不搞意识形态的
争论”［3］(P353)的观点，为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思路，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我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拓展深化。

综上所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淳朴的为民情怀、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全党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提出新举措，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对外开放思想，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在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过程中产生形成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
的认识，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了指导原则。在邓小平
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
本路线，带领人民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同时，我国人民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能力，激发了民族的自强、进取、包容精
神。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将长期指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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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stinctive Features of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on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Liu Jianhui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eng Xiaoping,

with the boldness of vision and courage of a proletarian statesman, had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interna-

tional situation, accurately grasp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world era, and examined the devel-

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with a high degree of Marxist strategic vision, l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and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a continuous forward move-

ment, and gradually shaped the idea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further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understanding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of socialist countries in Marxism, especially in Mao Zedong Thought,

and become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ing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ing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open-

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t a high level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zed and powerful country of Chinese style in the new era.

（2）Misconceptions Induced by 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 and Optimization of Public

Debt Mechanisms Jia Kang

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 is a topic discussed from time to time in academic circles.

Based on a scholarly review and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a

series of key issues related to the Ricardian Theorem from an expanded perspective. It points out that up

to ten assumptions of the theorem are unfulfilled in the real world, highlighting its overly simplistic na-

ture. The discussion identifies six perspectives from which the “non-equivalence” issues can be under-

stood. Additionally, after outlining the empi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ationality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public debt, the paper clearly elucidat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public debt scale effect curve.

Subsequently, it specifically discusses five key poin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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