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云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

心的第一代尧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袁是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尧 政治家尧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

者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遥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 还是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袁 陈云始终坚持并善于把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尧 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

结合袁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遥党的十八大提出袁改
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

路袁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遥 因此袁深入学习和

探究陈云新时期以来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袁对于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当代意蕴袁坚持

并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业袁显

然是很有价值的遥

一尧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是一代辩证法大师袁始终认为独立自主尧
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尧向外国学习是一对辩证关系遥
在他看来袁事物的发展袁内因是根据尧外因是条件尧外
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袁且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袁事物

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法

则遥认为一个民族尧国家的发展袁关键靠自己曰外国的

东西袁有长处也有短处袁有好的也有腐朽的袁有优点

也有缺点遥因而袁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袁有分析尧有批

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袁实行对外开放遥 这一点袁1956
年毛泽东在其名著叶论十大关系曳中袁就系统论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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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尧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尧学习外国这两者之

间的辩证关系遥 他说院野我们的方针是袁一切民族尧一
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袁政治尧经济尧科技尧文学尧艺术

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遥但是袁必须有分析有批

判地学袁不能盲目地学袁不能一切照抄袁机械搬用遥他
们的短处尧缺点袁当然不要学遥 冶[1]渊P740冤野自然科学方

面袁我们比较落后袁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遥 但是也

要有批判地学袁不可盲目地学遥 冶[1]渊P742冤 野对外国的

科学尧技术和文化袁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袁和前面所说

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袁都不是马克思

主义的态度袁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遥 冶[1]渊P742冤这方面袁
毛泽东的思想极为丰富袁 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对外开

放思想体系遥经济上袁提出发展对外贸易尧利用外资尧
引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尧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尧引进人才

等思想袁认为野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

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袁 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

家做生意遥 冶[2]渊P1435冤 政治上袁提出选择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学习苏联经验尧 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

经验和具体制度来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等思想袁在
研究了各国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做法之后袁 认为应

发挥中央和地方野两个积极性冶袁强调野应在巩固中央

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袁给地方更

多的独立性袁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冶[1]渊P729冤等遥 文化

上袁提出要认真阅读西方名著袁研究西方文化袁取其

精华尧弃其糟粕袁创造出无产阶级新文化袁认为野我们

接受外国的长处袁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遥
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袁 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

西遥 冶[3]渊P751冤野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袁来整理中国的袁
创造出中国自己的尧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遥 冶[3]

渊P753冤 概括地说袁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内容

有三点遥

渊一冤野一边倒冶的对外开放思想

野一边倒冶的概念袁是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发表的叶论人民民主专政曳一文中首次提出袁是当

时政治军事斗争环境下的现实选择遥 针对当时国际

上一些人对中共野一边倒冶的指责袁毛泽东解释说院
野一边倒袁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

年经验教给我们的袁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袁必
须一边倒遥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袁中国人不是

倒向帝国主义一边袁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袁绝无例

外遥 骑墙是不行的袁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遥 我们反对

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袁 我们也反对第

三条道路的幻想遥 冶[2]渊P1472冤当时的美国为了达到战

后独霸世界的目的而挑起野冷战冶对抗袁形成两大阵

营对峙的局面遥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尧军事包

围和经济封锁政策袁在这种情况下袁中国人民别无选

择袁 只能站在与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袁即
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

线一方面的袁 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

找袁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遥 冶[2]渊P1475冤
从政治上看袁 当时世界已形成两个尖锐对立的两大

阵营袁 如果在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升

级后袁不进一步密切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袁中国

就会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曰从经济上看袁在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后袁 中国失去了

在资本主义市场购买经济建设所需设备材料的可能

性袁为了经济上的原因袁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倒向苏联

和东欧国家一边遥
在这一思想主导下袁 毛泽东把对外开放争取外

援的目光重点投向苏联和东欧国家袁 积极发展与苏

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方面的交往袁中国

经济建设获得了重要的外部援助遥其主要措施有院一
是争取苏联的贷款遥通过利用这些贷款袁中国购买了

大量的经济建设中所急需的物资设备袁 引进大批项

目遥这些项目的建成袁改变了新中国工业残缺不全的

状况袁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遥二是吸引苏联及东

欧国家的直接投资袁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最早

的一批中外合资企业遥 三是引进苏联及东欧国家的

先进技术袁包括引进设备尧引进人才和开展技术合作

交流等遥四是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遥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叶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

指示曳中明确了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袁应该是凡

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需要的货物袁 我们

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出口袁 凡苏联及新民

主主义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袁 我们才向各

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遥 五是在全社会大力提倡

学习俄文袁 广泛宣传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建

设经验袁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和实习生袁掀
起向苏联学习的高潮袁 从而保证新中国成立之后各

项事业的胜利发展遥

渊二冤从野中间地带冶到野三个世界冶划分的对外开

放思想

葛兰西说过院野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袁
但是他的耶真正的爷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

去找遥 冶[4]对外开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袁他始终认

为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遥 冶[5]然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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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形势和斗争环境并没有给毛泽东提供充分施展

这一思想的舞台遥新中国成立之后袁毛泽东所面对的

国际局势是相当严峻的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在政治尧经济尧军事上孤立尧封锁尧包围我国袁
形成了对新中国野半月型冶的包围圈曰20 世纪 60 年

代后袁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袁经济上单方面撕毁合

同尧撤走专家尧逼迫还债袁军事上在中苏边境陈兵百

万袁形成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遥 在如此局势面前袁
毛泽东的头脑异常冷静袁 并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际关系新格局情形袁先后提出野中间地带冶和野三个

世界冶划分的对外开放思想遥
1946 年 8 月袁 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窑路易

斯窑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野中间地带冶的对外

开放思想袁 认为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

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袁 苏联是世界民

主力量的主要柱石袁美国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遥但
是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袁 不是美苏之间会爆发

一场战争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战袁 因为在美苏之间隔

着一个由欧尧亚尧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

地尧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曰战后世界

面临的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

地带国家遥 1947 年 9 月袁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

发表宣言称袁 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

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遥在此基础上袁毛
泽东 1964 年进一步提出野两个中间地带冶的思想袁晚
年还提出了联美抗苏的野一条线冶战略遥 实质上袁从
1946 年提出野中间地带冶到 1964 年提出野两个中间

地带冶袁再到晚年野三个世界冶划分的对外开放思想袁
这三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袁 标志着毛泽东在对外开

放的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遥 1974 年

2 月 22 日袁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

提出野三个世界冶划分的对外开放思想袁指明了全世

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袁 结成最广泛

的国际统一战线袁 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

政策袁把开放的重心移向第三世界袁使中国在国际上

逐渐摆脱孤立的处境遥对此袁邓小平提出院野毛泽东同

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

噎噎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

的狂妄计划袁改善我们的国际处境袁提高我国的国际

威望袁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遥 冶[6]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袁苏联继续从北尧西尧南三面

包围我国袁而美国为了抑制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袁逐
渐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遥 毛泽东及时捕捉住这一机

遇袁 推动中国在对外开放舞台上好戏连台院1971 年

10 月袁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曰1972 年

2 月袁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袁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正常

化进程曰同年 9 月袁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遥如果说袁
新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是 1978 年后才正式开始的

话袁那么袁对外开放的序幕就是在 70 年代初由毛泽

东亲自拉开的遥

渊三冤以对外开放来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发

展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袁 毛泽东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的现实需要出发袁 极力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

平共处袁 注意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积极成

果来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遥 他说院野不同制度是可

以和平共处的冶袁社会主义社会和野非社会主义的事

物袁像资本主义尧帝国主义尧封建王国等冶也野能共

处冶袁野只需要一个条件袁 就是双方愿意共处遥 冶[7]

渊P160冤为此袁新中国努力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和平共处袁发展经济尧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关系遥 毛泽

东考虑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西方国家

对华政策不完全一致性袁 在处理同美国等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袁既采取明确而坚定的方针袁又区

别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的具体情况袁 实行

灵活机动的政策和策略袁 彻底摧毁西方资本主义在

中国的控制权遥 例如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袁
毛泽东就代表中国政府宣布院凡愿遵守平等尧互利及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袁 本政

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遥新中国成立后袁中国政府

宣布不承认旧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

不平等条约和协定袁 废除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据此在

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曰 清理外国在华资本及其他资

产曰采取适当的方针处理外国在华的宣传机关尧文教

事业和宗教事业遥同时表示袁凡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

家袁必须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曰必须支持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曰必须通过谈判

证实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遥 在此基础上袁争取同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袁注意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文

明发展的积极成果来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大业遥
1954 年 6 月袁 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尧 缅甸袁中

印尧 中缅总理分别在联合声明中倡导把互相尊重主

权和领土完整尧互不侵犯尧互不干涉内政尧平等互利尧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袁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遥毛泽东

强调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袁野应当把

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冶[7]渊P165冤袁野就
是西方国家袁只要它们愿意袁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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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遥 冶[7]

渊P210冤从 1954 年开始袁基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

化袁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尧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文化关系的思想取得了很大进展袁 这除了当时反对

教条地照搬苏联经验和过分依靠苏联援助袁 使发展

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摆脱了思想上政策上

的束缚外袁 当时也确实存在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

发展的有利条件遥 如 1954 年继朝鲜半岛停战后袁印
度支那战争也将停止袁亚洲出现缓和局势曰欧洲方面

由于 1955 年苏联与西方国家签订了叶奥地利国家条

约曳也出现了缓和遥 国际局势缓和后袁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急于想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袁 采取了一些积极

措施院1956 年 4 月袁 英国政府宣布允许一些英国公

司出口若干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物资袁5
月进一步引用野例外程序冶对中国取消了橡胶禁运曰
1956 年 9 月袁日本也引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野例外

程序冶向中国扩大输出项目曰就连对中国持最强硬态

度的美国也在 1957 年 4 月被迫放松了对中国的禁

运遥 上述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

运的放松袁 对于中国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十

分有利遥正是在这一有利的国家环境下袁中国对外开

放尧 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思想得到

了较大拓宽遥这些对外开放成果的取得袁极大地改善

了中国的安全环境袁 开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广泛

的外交格局袁 从而使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

站稳脚跟袁确立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地位遥毛
泽东诸如此类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袁 奠定起新中国

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格局袁 虽然带有明显的探索痕

迹袁但毛泽东的探索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袁为
陈云新时期以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提

供了基本思路尧主要原则和实践基础遥

二尧陈云新时期对毛泽东对外开放
思想继承和发展的主要体现

尽管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具有一贯性袁 且在实

践中成效明显袁 但每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和实践都

不可能超越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条件袁 都会打上历史

时代的烙印袁毛泽东同样如此遥毛泽东从历史经验和

教训中认识到闭关锁国尧 固步自封是近代中国贫穷

落后和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袁 而对外开放则是实现

国家工业化尧摆脱贫穷落后的有效途径遥但他并未认

识到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袁 也未能

把对外开放思想提升到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与基本

国策的战略高度袁因而袁常常因国内外因素的干扰而

动摇袁影响对外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遥 实质上袁人类

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从野地域的冶和野民族的冶历
史走向野世界历史冶的客观进程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认

为袁随着人的交往的扩大与世界市场的开辟袁一些工

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袁
野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尧工业迄今

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袁 随之也就

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遥 噎噎大工业便把

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袁 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

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袁 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

了准备袁 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

余各国遥 冶[8]列宁也说院野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

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

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遥 冶[9]这就要求用世界历史

眼光来看待现实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袁 既要把对

野国情冶的冷静分析与对野世情冶的科学看待正确地辩

证统一起来袁既不脱离野国情冶抽象地谈野世情冶袁也不

能离开野世情冶孤立地谈野国情冶曰既要实行对内开放袁
更要实行对外开放遥基于此袁邓小平指出院野现在的世

界是开放的世界遥 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

得落后了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遥 建国以后袁
人家封锁我们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袁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遥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

诉我们袁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袁发展不起来遥 关

起门有两种袁一种是对国外曰还有一种是对国内袁就
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袁 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

部门遥 两种关门都不行遥 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袁
太快不切合实际袁要尽可能快一点袁这就要求对内把

经济搞活袁对外实行开放政策遥 冶[10]新时期以来袁在新

的现实环境下袁 陈云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遥

渊一冤实行对外开放国策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对外开放袁 通过对外开放袁
野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袁会使我们的东西会有一个跃

进遥噎噎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袁用来改进和发扬

中国的东西袁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遥 冶[1]渊P752冤野要
向外国学习袁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遥 冶[1]渊P752冤野应该

学习外国的长处袁 来整理中国的袁 创造出中国自己

的尧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遥 冶[1]渊P753冤野学习外国袁
最终的目的是创新遥 冶所以野吸收外国的东西冶是野要
把它改变袁变成中国的遥 冶[1]渊P753冤野应该越搞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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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袁而不是越搞越洋化遥 冶[1]渊P752冤对此袁新时期以来袁
陈云在领导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工作的伟大实践中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袁 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袁形成了深刻的对外开放思想袁其核心是实行

对外开放国策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袁是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发展的重要体现遥
这方面袁陈云指出院野对外开放袁充分利用外国有

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袁这是完全正确的遥对外开放

时袁 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

东西遥冶[11]渊P332冤野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钥当然袁主要靠

自力更生遥 就引进工作来讲袁我认为既要买工厂袁又
要更多地买技术袁买专利遥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

现的袁要提高信心遥 冶[11]渊P262冤野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

是正确的袁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袁还可以借

些不吃亏的外债遥引进有利的技术袁也是必要的遥冶[11]

渊P276冤还说院野利用世界钢铁不景气的机会袁对国外

要倒闭的钢铁企业进行投资袁搞合营袁为什么不可以

考虑钥 可以考虑浴 我赞成这个办法袁这个办法好遥 对

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袁 我们也可以

到人家那里去遥 向国外钢铁企业投资袁订购钢材袁用
一个亿美元可以袁用二亿尧三亿也赞成遥这不是卖国袁
是爱国遥 冶[12]渊P537冤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袁仍然

是在搞社会主义袁不同于资本主义遥 冶[13]渊P358冤野沟通

海内外信息袁增进相互间了解遥冶[13]渊P379冤因此袁野对外

开放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袁为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所用袁是完全正确的袁要坚持遥 冶[11]渊P355冤
不仅如此袁陈云还对形成包括沿海开放城市尧开放地

区和开放地带在内的多层次尧多形式尧多功能的对外

开放格局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袁
大大深化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视域和层次遥 一

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步伐遥新时期以来袁陈云始终着眼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工业化尧现代化的大局袁来推动对外经贸的交

流和对外开放遥 他说院野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里袁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袁看来困难不少遥 你

们正在摸索袁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袁还
可以继续摸索袁并随时总结经验遥冶[11]渊P365冤认为包括

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已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时

代需要加强实体经济袁要搞野再工业化冶曰我们与他们

相比仍然落后袁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袁不断扩大对

外开放袁利用好国外的资源尧市场袁学习和借鉴先进

的技术和管理袁进一步增强自力更生能力袁加快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遥 二是要抓住用好

经济全球化机遇袁同时注意防范风险遥 新时期以来袁

陈云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特别注意研究新情况尧 解决

新问题遥他说院野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袁这是我们当

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袁不过要头脑清醒遥冶[11]渊P277冤
野一切引进项目袁都必须有专家参加袁必须是领导干

部和专家共同商量遥冶[11]渊P380冤认为应抓住机遇全面尧
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袁 开放型经济发展已实现历

史性跨越袁 外需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

动力袁同时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袁世界经济一有风吹

草动袁就会对我们产生不小的冲击袁对此必须有清醒

的认识袁不断研究新情况袁探索和解决新问题袁更加

稳健地推进对外开放遥

渊二冤重视调查研究来积极谨慎地利用资本主义

文明成果

毛泽东一贯要求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袁
认为野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袁不管是社会主

义国家的袁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遥 冶[1]渊P798冤野我们要

熟悉外国的东西袁读外国书遥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

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袁 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

翻译的一样遥 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遥 冶[1]

渊P746冤这些思想理念也为新时期陈云对外开放观所

继承和发展遥 新时期以来袁 陈云有一句名言院 要用

90%以上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袁 用不到 10%的时间

决定政策遥 认为对外开放所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的

合作与竞争袁 对手涵盖了全球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的著名企业袁他们都是上百年的跨国公司袁人
才济济袁研发能力强袁熟悉国际市场行情袁经验丰富袁
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袁 我们要在合作中做到互惠共

赢袁就必须调查研究尧了解对手袁做到知己知彼尧心中

有数遥陈云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思想和实践特色袁就是

重视调查研究来积极谨慎地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

果袁体现了他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遥由此

出发袁他坚持野不唯上尧不唯书尧只唯实冶和野交换尧比
较尧反复冶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袁立足我国的基本

国情袁勇于突破条条框框袁开创和发展了我国对外经

济交流和对外开放事业曰他坚持人民利益尧国家利益

至上袁强调运用对外交流手段袁在保障人民吃饭穿衣

等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袁搞好经济建设袁彰显了共产党

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曰 他坚持按经济

规律办事袁注重综合平衡袁灵活调整对外经贸策略和

方针袁调动各方积极性袁确保我们对外开放事业稳步

推进曰他坚持大局着眼尧小处着手袁体现了既高瞻远

瞩袁又系统缜密尧精打细算的野红色掌柜冶风采遥
例如袁1979 年 5 月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宝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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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划和工作进度袁他一再对中国与外国尧历史与现

实进行比较袁 陈云说这些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

感而发袁完全是一种平等交换意见的态度袁坦率尧真
诚尧实事求是袁没有压服袁让人听了心悦诚服遥后来的

实践也证明袁他的看法完全正确遥
陈云指出曰野外债可以借袁 但要尽量少借遥 借外

债袁要用得好袁还得起遥 冶[11]渊P367冤野借外债来搞建设袁
这是一件新的事情遥对我们来说没有经验袁应该逐项

研究袁积累经验遥 冶[11]渊P463冤野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

设袁认为特区要办袁必须不断总结经验袁力求使特区

办好遥冶[12]渊P379冤新时期以来袁陈云协助邓小平开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袁 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决策袁 为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发挥了重要

作用袁野经济特区要沿海开放城市要沿海经济开放

区要内地冶逐步推进的全方位尧多层次尧宽领域的对

外开放格局得以形成袁野师夷长技以制夷冶袁改革开放

大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遥具体来说袁一是统筹

运用两个市场尧两种资源袁积极稳妥推进对外开放袁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袁 在更高平台上推

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向优化结构尧拓展深度尧提高效

益的方向转变曰 二是积极稳妥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发

展的成果袁坚持野引进来冶与野走出去冶相结合袁优化对

外经贸结构袁加快培育以技术尧品牌尧质量尧服务为核

心竞争力的新优势袁推动对外经贸平衡发展曰三是加

强协调袁管理和运用好外汇储备袁努力推动国际收支

平衡袁积极探索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运用渠道袁形成

统一对外合力袁 最大限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

体利益又好又快健康发展遥

渊三冤注重对外开放的适应性自主性和系统性

毛泽东指出院野中国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袁而
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冶[1]渊P751冤袁野学外国不等于一切

照搬遥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袁向外国人学习

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遥 冶[1]渊P752冤野应该是在中国的基

础上面袁吸取外国人的东西遥 应该交配起来袁有机地

结合起来遥 冶[1]渊P752冤诸如此类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袁
也为陈云新时期对外开放观所继承和发展遥 新时期

以来袁 陈云紧密结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实际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求实精神和远见卓识袁立
足国情尧维护民族利益尧坚持自力更生尧防止和平演

变袁提出了注重对外开放的适应性尧自主性和系统性

理念袁形成了他具有鲜明特色的对外开放观袁是对毛

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丰富和创新遥
对外开放的适应性理念袁就是引进先进的资金尧

项目尧 技术设备要与国内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适应的

思想袁这是对外开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要求遥
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一再表明院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袁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顺利前进曰当我们偏

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袁受野左冶或右的思想支配袁就
会使我们的事业蒙受巨大损失遥因而袁野不唯上尧不唯

书 尧只唯实冶是陈云对外开放适应性观念的内在要

求袁 他说院野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

相适应遥适应还是不适应袁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

界限遥 冶[11]渊P52冤认为对外开放尧举借外资的目的在于

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袁 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

高我国技术的总体水平袁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曰一再

强调院我国是在人口多尧农民比重大尧生产力水平低

的国情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袁 对外

开放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遥针对不顾国情尧盲目

引进的倾向袁 陈云严厉批评道院野有些同志只看到外

国的情况袁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遥冶我们与日尧德尧英尧
法不同袁野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袁 技术力量不如

它们遥 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袁有美国的特殊照顾遥
只看到可以借款袁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袁没有看到

本国的情况袁这是缺点遥 冶[14]新时期以来袁陈云不仅强

调借外债要考虑还本付息的能力袁要慎之又慎袁而且

强调借到外债同样要谨慎使用遥这样袁有利于降低债

务负担袁尽快增强我国的自力更生能力袁带动国民经

济的快速增长袁 建设起 野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

济冶[11]渊P12冤遥 这一道理袁对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

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遥
对外开放的自主性观念袁 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行对外开放进程中袁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袁要在

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独立国民经济体系

的思想遥陈云指出院野外国专家是要走的袁长期聘请的

只是极少数遥 请外国专家来考察袁提意见袁这一点要

做遥但是袁究竟如何建设袁建成后怎样管理袁还得靠我

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遥冶[11]渊P262冤野生产尧科技尧教
育尧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袁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

宝贵的财富遥冶[11]渊P312冤据此袁他明确提出利用外资只

是对外开放的手段袁 目的是要通过引进来增强本国

的自力更生能力袁加速民族工业发展的速度遥认为独

立自主尧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尧学习外国并不是矛盾

的袁历史已经证明袁自力更生为主尧对外开放为辅是我

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长期坚持的正确方针遥
对外开放的系统性观念袁 就是在对外开放中要

始终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袁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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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un爷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O爷s
Thought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New China
WU Ke-ming

(Marxism college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 411105)

Abstract: CHEN Yun爷s thought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re the
results of his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es as a long-time leader in China爷s opening-up policy. They were
mainly reflected in accelera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n open-door policy,
emphasis on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o actively and carefully use the achievements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and
stress adaptability, autonomy and systematic aspects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e obvious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O Zedong爷s glorious ideas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such as 野leaning to one side foreign
policy冶, from 野the middle ground冶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野the three worlds冶,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open-door policy. These precious ideas are still worthy of our
study and use for reference. They will definitely play a bigger role in transforming our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mproving our open economy, making us more resilient to global economic risks, and vigorously
advanc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 words: CHEN Yun; MAO爷s thought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整体性发展遥新时期以来袁陈云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

出现的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尧 怀疑社会主义

前景的消极后果袁 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本主义腐

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袁 号召全党要努力纠正 野一手

硬尧一手软冶的文明建设失调现象袁坚持社会主义两

个文明一起抓尧野两手都要硬冶 的系统开放观遥 他指

出院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袁 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

文明袁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袁这是我们永

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遥 冶[11]渊P338-339冤野任何一个共产

党员袁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袁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现

代化袁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曰我们进行的事业袁是社会

主义事业遥 冶[11]渊P347冤野社会主义建设袁包括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袁两者是不能分离的遥社会主义

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袁 又不可能是单

纯的精神文明建设遥 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先进行

物质文明建设袁 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遥 冶[11]

渊P354冤质言之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袁无
论是自力更生还是对外开放袁 两个文明都犹如车之

双轮尧鸟之双翼袁相辅相成尧缺一不可袁共同构建起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双文明的协调尧科学和系统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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