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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改革開放政策 

第一章：改革開放的政策 

 

考前筆記 

  



一、改革開放政策之提出 

1.1 兩個凡是 

- 四人幫被逮捕後，華國鋒為進一步鞏固權力，提出「兩個凡是」。 

- 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 華國鋒因有「你辦事，我放心」的毛澤東手諭而上台，因此提出「兩個凡是」，以加強地位。 

- 華國鋒及其支持者，因此被稱為「凡是派」。 

- 凡是派不會否定文革及遵從毛澤東晚年的極左政策。 

 

1.2 鄧小平復出 

- 1977年 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小平之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及國務院副總理。 

- 華國鋒仍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及兼任國務院總理。 

- 華國鋒表面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但實際權力已逐漸落入鄧小平手中。 

 

1.3 實事求是 

- 鄧小平針對「兩個凡是」的主張，提出「實事求是」要完整及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 

- 此觀點獲陳雲、徐向前等多名革命元老支持。 

- 1978年 5月 11日，胡耀邦等於《光明日報》上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反對以教條衡量社會問題。 

- 次日《人民日報》及地方報章紛紛轉載，各級幹部表態支持及擁護。 

 

1.4 確立改革開放 

- 1978年 12月 18日至 22日，北京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 

- 大會揭開批判「兩個凡是」的序幕，為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奠定理論基礎。 

- 大會宣佈不再提倡階級鬥爭，審查過往政治運動中的一大批冤案。 

- 大會又決定以後的工作重心為「社會主義現化化建設」。 

- 實行農業、工業、國防、科技之現代化，被稱為「四個現代化」。 

- 大幅度提高生產力與世界發展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確立了經濟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 



 

1.5 鄧小平掌權 

- 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全力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政策，獲廣大幹部支持。 

- 華國鋒等凡是派開始失勢。 

- 1980年 2月，鄧小平支持胡耀邦出任新恢復的中共總書記職位。 

- 9月，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繼任。 

- 1981年 6月，華國鋒辭去中共黨主席及軍委主席。 

- 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完全掌握大權。 

 

二、改革開放政策之實行 

2.1 改革開放之目標 

- 改革核心是以針對當時經濟制度，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 

- 開放目標是跟外國進行技術交流、貿易，與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2.2 改革開放之重要措施 

2.2.1 改革方面 

農業方面 

- 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名為「包產到戶」。農民按規定繳糧，剩餘可自用或轉售得利。 

- 「包產到戶」正式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 1983年，向農戶保證承包土地在十五年至二十年內不收回，以鼓勵農民改良生產技術及增加投資。 

- 政府允許土地轉租，農戶可向已轉業的農民租用土地，擴大農場規模。 

- 1984年，正式廢除人民公社，公社之企業移交地方鄉鎮政府，成為日後鄉鎮企業基礎。 

- 自由市場逐漸開放，容許農民籌集資金，接辦鄉鎮企業。 

  



 

工商業方面 

- 原有之內地工厰從日本、美國、德國引入生產線、儀器與新技術。 

- 逐步放寬企業之自主權，完成國家生產任務後，剩餘的資金和利潤可自行運用於再生產或更新設備等。 

- 1980年，制定法律承認小商販及小手工業戶的存在，過往這些商販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尾巴。 

- 1981年 7月，政府允許私人可經營小型手工業、零售業、修理業、餐飲業等難以進行集體經濟的行業，他們被稱為「個體經

營戶」。 

- 改革國有企業管理方式，增加管理人員的自主權，生產盈利改為按勞分配，刺激工人生產效能。 

- 政府由主導生產，改為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加強企業積極性，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 

 

2.2.1 開放方面 

引進外資 

- 鼓勵外國企業在中國設厰生產，從而汲取現代科技及管理知識。 

- 透過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及外商獨資，稱作「三資」企業，鼓勵外商進入中國。 

- 1979年，賦予廣東省及福建省在對外經濟事務方面，享有更大自主權。 

經濟特區 

- 1980年，在深圳、珠海、汕頭及厦門設立經濟特區，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 

- 給予關稅減免優惠，提供廉價土地和勞動力，吸引僑商及外商設厰，合辦企業。 

- 經濟特區取得明顯經濟發展成效。 

- 1984年，指定十四個沿海城市為「沿海開放城市」，以加快改革開放步伐。 

- 中國指定十四個城市為「沿海開放城市」：秦皇島、天津、大連、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温州、福州、廣州、

湛江和北海。 

- 1988年，將原屬廣東省之海南島升格建省，全島劃為經濟特區。 

 

 

 



三、改革開放之成效 

- 經濟快速增長，恢復文革後之停滯不前經濟，解決執政危機。 

- 中國貿易額大增，中國產品經銷國際。 

- 1978年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每年以超過百分之九增長。 

- 1999年，中國於全球增長佔四分之一。 

- 人民生活質量逐步提高，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 1979年的 220.3美元增至 2000年的 856元。 

 

四、改革開放面對的困難 

4.1 群眾運動 

北京之春 

- 1979年初，北京西單出現大字報，表達對社會的不滿。 

- 民間組織團體及創辦刊物，批評時政，當中以《探索》最知名。 

- 1973年 3月，由於批評內容超越官方容忍範圍，政府開始取締群眾活動。 

- 逮捕《探索》主編魏京生等民主運動人士，北京之春運動因而沉寂。 

- 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維持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領導等。 

- 「四個堅持」為改革開放定下基調，改革開放只限於經濟民生方面。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 1986年 12月，安徽合肥有萬名大學生遊行，高舉「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標語。 

- 其後，上海、昆明、重慶、深圳、南京、天津、北京等城市有學生上街響應。 

- 鄧小平作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指示，為學潮定性。 

- 1987年 1月，學潮經政府鎮壓而平息下來。 

-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對學潮不夠強硬，而辭職下野。 

 

 

 

 



六四事件 

- 因改革開放導致城鄉差距增大，貧富懸殊擴大。 

- 在沒有相應政治體制改革配合，改革開放衍生官員腐敗現象。 

- 社會彌漫不滿情緒。 

- 1989年 4月，胡耀邦逝世，學生於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 

- 他們頌揚胡耀邦對自由主義及政治改革的支持態度。 

- 5月 4日，北京數十萬學生教師市民以紀念五四運動遊行，要求民主及政治改革。 

- 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要求與政府對話，全國各大城市出現學生及民眾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 中共認為是有計劃的陰謀，採取強硬態度，回應學生及民眾要求。 

- 5月 19日，政府下令戒嚴，軍隊陸續開入北京。 

- 學生及民眾無視戒嚴令，仍繼續在天安門聚集，表達訴求。 

- 6月 4日凌晨，軍隊展開武力清場，持續五十多天的事件告一段落。 

- 天安門廣場清場後，政府大舉搜捕事件中的活躍份子。 

- 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因同情學運，被撤職軟禁。 

 

 

4.2 面臨之困難 

體制爭論 

- 自改革開放提出後，中共部分領導層擔心改革開放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 

- 他們對每項措施都要釐清是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 

- 這種爭論被稱為姓「社」還是姓「資」。 

- 姓「社」姓「資」爭論，導致改革開放政策之不確定性。 

- 在不確定情況下，民間為爭取賺錢機會，容易出現局部經濟過熱，產生混亂。 

- 政府對局部經濟出現過熱情況進行調整控制，則又出現經濟萎縮。 

- 1992年，鄧小平南巡，肯定改革開放的成效，要求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姓「社」姓「資」爭論才告平息。 



發展失衡 

- 1949年以來，中國重工輕農，長期對農業投資不足，農業基礎設施薄弱。 

- 改革開放初期的「包產到戶」農業承包制，為農業帶來了幾年興旺，出現所謂「萬元戶」收入較城市工商業者為高。 

- 「包產到戶」只是針對農民的生產貿積極性，並不是真正的農業改革。 

- 農業承包制是以家庭為單位，農民家庭之經濟實力、文化水平、科技知識皆薄弱，無助農業現代化。 

- 中國農業仍不脫小農經濟。 

- 農業生產成本上漲，經濟效益低下，不少農民轉業，致使土地閒置，土質下降。 

- 農民、農村、農業所出現的問題，被稱為「三農」問題。 

- 改革開放的深化措施，仍側重工業與科技發展。 

- 三農問題及發展傾斜，擴闊城鄉差距，增添社會不穩因素。 

- 中國加入世貿，國內農產品市場開放，農民直接面對外國農產品競爭，情況不容樂觀。 

貧富懸殊 

- 鄧小平否定平均主義，容許「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後帶動發展，最後達到共同富裕。 

- 因此在改革開放發展上，出現政策傾斜，此舉將原先發展參差不齊的情況擴大及正常化。 

- 經濟差距出現於城鄉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傳統行業與新興行業之間、勞力者與非勞力者之間、工商業者與文教工作者之

間。 

- 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不少私人企業者經商致富，使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 對外開放地區集中東南沿海一帶，將歷史上已存在東南地區與內陸的差距擴大，更形成格局優勢。 

- 中西部地區有八千萬貧困農民生活於赤貧線下，造成嚴重貧富與地區差距。 

  



 

貪污腐化 

- 黨政幹部的貪污腐化，一直是改革開放以來面對的問題。 

- 除了官員收受賄賂，也因政策缺憾而衍生新的以權謀私行為。 

- 改革開放初期，國營企業完成交付任務後剩下的自銷產品，可按市場訂價。 

- 官方訂價與市場訂價出現，形成「價格雙軌制」，兩者差幅甚大。 

- 官員利用權力，從低廉的官方訂價取得商品，然後於高昂價格的市場出售，此投機倒把行為被稱為「官倒」。 

- 官倒行為引起民眾極大不滿，是六四事件發生原因之一。 

- 1989年 11月，中共推行「治理整頓」，經過三年，商品訂價以市場為主，杜絕了官倒機會。 

- 官員利用推行經濟措施之權力，安排配偶、子女經營相關公司，變相壟斷，以取得利益。 

- 1989年 7月，中共頒佈「廉政七條」，禁止高幹配偶、子女經營公司，以杜絕此情況。 

- 官員始終掌握經濟資源，廉政意識薄弱，以權謀私行為，禁止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