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

之后又一位伟大战略

家，他的世纪战略思想

突出地体现了这位伟大

战略家的深谋远虑、远

见卓识。邓小平作为被

中国和国际所公认的世

纪伟人和风云人物，总

是站在时代和世纪的高

度，审时度势，高瞻远

瞩，为世界的和平和发

展谋划世纪构想，为中

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制

定世纪战略，并为此呕

心沥血，鞠躬尽瘁，贡献

了他的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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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懂得中国历史，不忘

100多年前八国联军侵华史和
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的
屈辱史

114年前的 1900年，英、美、俄、德、

日、意、法、奥八国联军发动了一场举世

惊骇的侵华战争，先后攻陷天津、北京，

并继续扩大侵略，进行烧、杀、抢、掠，并

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空前屈辱的卖国条

约。

邓小平在 24 年前一篇题为《振兴

中华民族》的谈话中，针对当时西方国

家对中国无理实行制裁的恶劣行径，

联想到当年的八国联军，他指出：“我

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

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

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 1900 年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

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

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

一个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是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的

历史上留下过光辉灿烂的篇章。但是从

19世纪中叶起，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腐

败无能，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

都竞相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中国统

治者订下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

权遭到前所未有的掠夺，中国人民遭到残

暴的杀戮和掠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

耻辱和深重灾难，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国

家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邓小平常常回

顾那一段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史，他多次

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

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在世界

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外国人看不起中

国人，侮辱中国人”。

2. 坚持跨世纪的中国发

展路线 100年不动摇，实现在
21世纪的根本发展战略不能
变

澳门在被葡萄牙逐步占领的 400多

年间，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统一进行了长

期艰苦的斗争。中国旧政府也曾多次想

收复澳门，但却一一流产，根本原因是中

国积贫积弱，统治者腐败无能。“弱国无

外交”、“落后必挨打”，要使中国人民扬

眉吐气，必须发展经济，增强实力。邓小

平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

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他还反复强调：

发展是硬道理，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

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

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

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自己，关

键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是我们解决国

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基础。只要经济发

展了，一切就好办。经济发展了，我们在

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就

大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力量就大了；经济

发展了，实现我国的发展战略，就能顶住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

社会主义制度，赢得社会主义比资本主

义的优势。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制定了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时 100年的基本路

线，明确了中国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和宏

伟目标，规划了中华民族跨世纪复兴的

历史进程。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仅着眼

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

纪”，要考虑“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

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的前进”。他还

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

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

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

就没有应有的地位。”实现四个现代化，

使中国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

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当前进道

路上出现一些情况，经济发展中需要作

些调整，政治思想领域出现某些错误倾

向，甚至社会上出现政治风波的时候，无

论国际还是国内，总有一些人产生我们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发展战略和

发展步骤会不会变的问题。邓小平总是

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向全党、全国和全

世界郑重声明：不会变，也不能变。在国

内经历那场政治风波，国际上经历苏联

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邓小平指出：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方针政

策，正确不正确？我们在本世纪末实现

小康，下一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的战略目标，不是一个“左”的判

断，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这应该是能

够做到的，是了不起的事情。以后怎么

办？“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邓小平谆谆教诲

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

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

局的是这个事”，“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

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

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

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3. 紧紧抓住 20世纪的尾

巴和最后一次机遇，实现浦东
开发开放这个面向世界的大
战略

正当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中国

社会主义遇到巨大挑战，作为改革开放

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和伟大战略家的邓

小平，在要求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和路线不动摇的同时，要求上

海抓紧浦东开发开放不动摇。那几年，

晚年的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他

念兹在兹的是浦东的开发开放，每次都

要对上海、浦东的改革开放提出思路、

进行设计。他谆谆嘱咐：深圳是面对香

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

台湾的，而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开发浦

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

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

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

域，是利用上海这张王牌带动全国的问

题。”邓小平打出上海、浦东这张王牌，

是一张世纪战略王牌，因此他要求上海

的领导和人民“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

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上海要当好

“牵头羊”，带动长三角，带动内地，带

动全国，影响世界，“在国际上树立我们

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他还殷切期望，

上海要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

样”。我们看到，邓小平就是这样在 20
世纪之末，在他的晚年，不遗余力地打

出王牌，树立旗帜，在国际舞台上展现

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展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

4. 主权问题不能谈判，

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
到下一世纪

2000年前夕，被葡萄牙人逐步占据

400 多年的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从此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彻底结束了外

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揭开了澳门历史的

新纪元。

在澳门回归的过程中，中葡谈判比

较顺利。为什么比较顺利？应该说一个

重要原因是香港已经回归，而在香港回

归过程中，中英之间的斗争焦点是主权

问题，经过邓小平的坚决斗争，已经彻

底解决。

1982年 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时，明确宣布：1997年中国

将收回香港，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

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问题的方式

和办法。撒切尔夫人坚持历史上英国强

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按国际

法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继续管治

香港。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在

主权的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

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主权问题是

不能谈判的，我们要谈判的是用什么方

式收回的问题。这使英国政府在以后的

谈判中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

何形式的共管。英方在谈判中一再要求

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

对香港行使主权，对此，邓小平坚定地

回答：“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因为中

国在香港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除

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

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

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

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

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

经过斗争，邓小平的主权论扫除了

英国人设置的最大障碍，为整个谈判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葡谈判铺

平了道路。中葡双方没有在主权问题上

发生分歧，整个谈判比中英谈判顺利得

多。当然由于双方利益不同，也会发生

一些矛盾和斗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收

回澳门的时间问题。针对葡方要在下个

世纪才将澳门交还中国的要求，邓小平

斩钉截铁地说：“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

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

到下一世纪。”由于中方的坚定立场，

葡最高国务会议同意在 1999年 12月 31
日将澳门交回中国。中方认为 12月 31
日太晚，提出 12月 20日，葡方最高国

务会议又接受了中方立场，中国对澳门

恢复行使主权的日期由此确定。

5. 马克思主义没有消

失，“社会主义在20世纪发生
也将在 20世纪灭亡”的西方
预言彻底破产

上世纪 8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在一

场国际政治风波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在经历了 70多年后突然解体，又有

东欧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跌入

历史的低潮。一个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

得意忘形，高谈什么“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发生也将在 20世纪灭亡”。邓小平

对此的应答是：“不要高兴得太早，问

题还复杂得很。”他还说：“一些国家出

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

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

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

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

这回事！”邓小平高瞻远瞩，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世界历史发展

规律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宣布了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预言的破产，也为

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人

们对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

正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

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社会

主义中国却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邓小平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

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

住”，“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

倒，就会有很大影响……中国的社会主

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

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

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向

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

义优于资本主义”，“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

贡献”。这就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中的地位。

中国发展了，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是有利

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是

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后，坚

信“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坚

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因为实践证明，这

条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

根本发展战略”。面临新世纪新阶段，面

对新机遇新挑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

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这位坚毅和睿智

兼备的新一代战略家领导下，继续坚定地

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奋勇前进，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

代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
辑、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邓小平的世纪战略思想

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指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新华社/发

纪
念
邓
小
平
诞
辰

周
年
特
刊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