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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卫 平陈文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全国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继续解放思
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各种关于解放思想的研讨正在理论界、
学术界深入展开。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避免对其做各种简单化、空洞化、泛化的误
读，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解析，什么叫解放思想？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
解放什么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哪些？
这些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目前中国是否正在迎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一 概念界定：何谓“解放思想”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是与“改革开放”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要变革一切阻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体制、机制。
因此，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开放是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尤其是学习和借鉴现代化
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之路，以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富民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
改革开放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
　　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
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
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
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　　由于改革决不是一般意义的变化和改动，而是体制、机制的革命性变革，因此，改革者必须首
先摆脱束缚自己思想的精神枷锁。
解放思想就是为改革开放扫清精神桎梏和观念障碍，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改革开放。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
什么叫解放思想？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
”。
正是改革开放中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冲破牢笼，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地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30年来，得到较广泛公认的对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只有两次，一次是
以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另一次是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1976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后，党和国家将向何
处去？
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还是另辟蹊径？
改弦更张的历史性关键时刻，使党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
，从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对“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
没有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纠正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
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就不可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也就不可
能开启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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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体现了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方针的指导下，对中国的民主政治、权利监督、民主选举、民
族国家、公民社会、执行意识、执政科学、村委会选举、收入分配、和谐社会、公共管理、大部门体
制改革等领域改革的设想，及对创新体制等问题进行的系统探索和思考，供党政决策层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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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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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的重要变化和进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民主选举的发展政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论中国民族国家的
构建公民权与公民社会成长的中国路径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在新执政环境中的发展策略——基于
一项调查的分析从“执政合法性原理”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
其治理中国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信息传播的技巧和策略研究2008年深圳居委会换届选举的经验与问题
：选举观察员的视角收入分配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X市收入分配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后市场化改革
与公共管理创新：过去10多年来中国的经验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议程：公共管理创新党的十六大至十
七大期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现象研究关于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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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全国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七大关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各种关于解
放思想的研讨正在理论界、学术界深入展开。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避免对其做各种简单化、空洞化、泛化的误
读，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解析，什么叫解放思想？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
解放什么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哪些？
这些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目前中国是否正在迎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一　概念界定：何谓“解放思想”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是与“改革开放”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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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6》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每年一辑的系列学术出版物，从下
辑开始，主要收录尚未公开发表的关于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高层次、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欢迎国内外
学术同仁踊跃赐稿。
　　我们特别欢迎研究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现实问
题的理论成果。
来稿字数一般不要超过2万字，应符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技术规范。
稿件打印稿请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邮政编码518060，请注名《研究报告》稿件字样）。
　　来稿由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决定是否采用。
稿件一经决定采用，我们将及时通知作者，《研究报告》公开出版发行后，我们将按照规定支付稿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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