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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
主要包括体制创新动力思想、科技动力思想、对外开放动力思想和精神动力思想。
 体制创新动力思想主要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激活社会主义经济
；创新所有制模式，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模式，繁荣社会主
义经济；改革分配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推动生产力发展。
 对外开放动力思想主要有：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落
后；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发展对外经济关
系，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科技动力思想主要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行教育和科技同时发展，坚
持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推动生产力进步，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精神动力思想主要有：人民的积极性是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用理想和信念凝聚人民，增强战斗力
；通过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经济建设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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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磊，男，1965年生，法学博士，湖北民族学院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主任，副教授，华中师
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
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江汉论坛》、《社会主义研究》、《特区经济》以
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高校学报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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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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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利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度曾把追求个人利
益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利益观。
这种利益观忽视人们对利益的需求，超越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益观指导下制定的政策不利于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发，影
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从实际出发，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
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
长期不行。
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
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邓小平以人为本，尊重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把利益当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用利益的杠
杆推动着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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