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学习教育】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历

史新时期

一、背景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 “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

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

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

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二、基本情况

（一）时间：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

（二）地点：北京

（三）出席代表：中央委员 16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12 人。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

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

话。

三、会议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公报》（1978 年 12 月 22 日通过）】

（一）全会对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

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

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我国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进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党把工作着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准备了良好条件。

全会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



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我国领导人今年内对朝鲜、罗马

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伊朗、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孟加拉、

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

列国家的访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

的完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战争危险仍然严重

存在，我们必须加强国防，随时准备击退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者。全

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

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

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

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

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

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

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

成。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

胜利完成，虽然少数地区和部门的运动比较落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

抓紧进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

条件已经具备。

因此，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

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

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

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

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党

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

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



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

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

广泛、深刻的革命。

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

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

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要求全党、

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

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

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二）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

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 1956 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

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

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保

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

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

退。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

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

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

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

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



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

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 1979、1980 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

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

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会议指出，粉碎

“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1978 年的

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必须看到，由于

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

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

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

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

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

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

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

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

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

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

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

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

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

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

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

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

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

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

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

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

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

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

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

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

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

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

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

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

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

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

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

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会议

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 1971

年到 1975 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

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

食统购价格从 1979 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 20%，超购部分在这个

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

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

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 1979 年和 1980 年降低 10%-15%，把降低成

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

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

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

以适当补贴。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林牧业的

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的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



等重要问题，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全会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

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

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

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

（三）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

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

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

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

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会议指出：1975 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

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

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

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 1975 年

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

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1976 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

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

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

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

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

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

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

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

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

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



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

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

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

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

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

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

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

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

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

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

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

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

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四）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

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

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

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

建筑。

两年来，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纠正了被他们

颠倒的许多思想理论是非。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



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状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

的。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

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

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

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会议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

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

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

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

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

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

从反修防修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适

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

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

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

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五）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

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

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

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



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

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

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

法应该坚决纠正。

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

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

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纪律

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全会指出，通过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努力，全党、全军和全

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极大的加强，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华国锋同

志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

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

只要全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本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

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实行精心指导，不打无准备

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任何

困难都不能阻止党和人民的胜利前进。

明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

全党同志、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和

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并取得应有的成就，将是对建国三十周年的最好献礼。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

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

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四、影响——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一）解决的问题

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

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

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

的任务。

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

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

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

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

结论。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

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

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

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

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二）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

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

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拔乱反正。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

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批评了“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

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

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

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伟

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

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

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

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

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

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

发展。”

第二，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

全会讨论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

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

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

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

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

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

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

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三，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

进程。

全会在讨论华国锋总理提出的 1979、1980 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

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



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

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

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

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

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

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

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

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左”倾的观念，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

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

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

东思想的正确路线，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的重大功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

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