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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重视科学技术

和教育工作,并把科技和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邓

小平的一贯思想,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早在 ⊥9TT年 ,邓小平就说
“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

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
”

[1](48页 )。 他又说
“
不抓科学、教育,四 个现代化就

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
[1](68页 )。 他还强调

“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

”
[1](40页 )。 他认为,要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

是关键
”
[2](1df,页 )。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制

定的
“
科教兴国

”
战略决策,就是以邓小平科技与教

育相统一思想作为理论依据的,因 为科技和教育是

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深刻领会邓小平科技与教育相

统一的思想,对于深人学习邓小平理论,正确认识科

技与教育的关系,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
“
科教兴

国
”
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十分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

步中的作用,提 出了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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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一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也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贡献 c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曾经指出,“ 劳动生产力是由各种因素决定 ,

其中包含着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

度
”
[3](53页 )。 生产力也包括科学,生产力是社会

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
“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

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
[3](6fD。 页)。 听以。

恩格斯指出 :“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

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
[4](5T~s页 )毛泽东、同

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科学技术的革命性

作用也作了深刻的论述。
“
毛泽东同志讲到要打好

科学技术这一仗,不打好这一仗 ,生产力无法提高
”

[1](9页 )。 周恩来 1956年 在谈及我国建设社会主

义经济的目的时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

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

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

长,不 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 以前任

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

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
[5](l⒆—

1f】 l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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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依据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慨括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提

出了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崭

新思想。他从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出发,深刻地指出:“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

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

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 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

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

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

发展马苋思主义,不 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6]

(⒛ l-292页 )1978年 ,邓 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又

强调 :“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

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

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
[1](86页 )他还十分

明确地指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

历来的观点
”
[叫 (87页

)。 还说,“ 马克思讲过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

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
[6](2阝 页)。 邓小平关于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思想就这样逐步形成和

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关于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思想 ,

内涵极其丰富,需要我们深人领会、全面把握。李瑞

环把这个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建设社会主义

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第二,中国要赶上世界先

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人手;第三,四 个现代化

的关键是科学现代化;第 四,中 国必须发展高科技 ,

实现高科技产业化 ;第五,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

分子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

一部分 ;第六,为 了最大限度地解放科学生产力,必

须相应地改革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 [7]。 李瑞环的

正确概括和科学阐释,为我们学习、领会、贯彻邓小

平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
的思想指明了方向。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现代生产力的特点、对科学

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科学技术在整个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作出的新的概括。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的内在源泉,它作为生产力第二层次的要素,

通过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劳动者这些生产力的直接

的、基本的要素,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

表现为更新或改造劳动手段,提高生产设备的效力 ;

使用新型的、质量更高的合成材料,扩展生产的领域

或产品的功能,提高产品质量并延长使用寿命 ;提高

劳动者技术水平,从而提高活劳动的效率。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可 以形象地表示为一个公式 :生产

力=科学技术×(劳动者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 ),

科学技术发展越快,这个乘积的增长也越来越快。

邓小平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思想,既来

自实践,又 为实践所证明。众所周知,进入⒛ 姓土纪,

特别是 ⑴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科

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同

时,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科

技进步在生产中扩散的速度在加快,科技进步决定

着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的结

合,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 为劳动力、科学力

和自然力的能动统一构成了生产力。
“
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
”
的思想高度概括了科学力在生产力中

的突出作用:劳动力可以通过科学力得到提高,自 然

力可以通过科学力加以改造和控制9科学力是最重

要的生产力。

二 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邓小平不仅重视科学技术,而且重视教育工作。

重视教育亦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早在 1975年 ,邓

小平就说过,“ 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

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

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且要读

得更好
”
[叫 (37页 )。 针对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战线的

“
两个估计

”
所造成的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极大破坏 ,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

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

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

育
”
[2](25页 )。

“
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

的问题
”
[2](25页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

重新出来工作,自 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使我国

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邓小平提

出的教育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要与

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教育要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

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宝库。马苋

思主义认为,教育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

的,同时,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讲
“
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

”
[8](21l1页 ),“ 要改

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

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

教育和训练
”
[3](195页 )。 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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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产力要素,人要成为劳动者,必须通过教育才能

实现。人必须与知识相结合,才 能具有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

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
“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

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

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 及自然条件
”
[3](53页 )。

这里所说的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归根到底,是 与

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和教育设施分不开的,即 通过

教育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会极大地提高工人的劳动

热练程度。

邓小平以其深厚的马列主义素养,结合我国教

育的实际,着重阐明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他说,“ 我国的经济,到 建国

⊥Ot1月 年时,可 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

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问里,我们完全有能力

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

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

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

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

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具大优势是任何国家

比不了的
”
[刨 (l⒛ 页)。

邓小平关于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的

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教育的发展方向上,邓小平提出了
“
三

个面向
”
11983年 10月 1日 ,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

词 :“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 向未来。
”
[刨

(Ⅱ 页)“ 三个面向
”
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 中,面

向现代化是基础和核心,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基础

地位,也为新时期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次,在教育的内容上,邓小平特别重视基础教育和

政治思想教育。在 1977年 ,邓小平就指出 :“ 高等院

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

视中小学教育。
”
[1](54页 )他还说,对于大学四年的

课程设置,“ 基础课恐怕要两三年。基础打得不好 ,

搞科研是有困难的
”
[叫 (69页 )c在谈到学生学习负

担时说,“ 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 且首先要提高中小

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昕能接受的程度,用先

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
”
[1](I"

页)。 邓小平对中央着重抓基础教育的方针十分赞

赏,指 出 :“ 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月.从

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
”
[叫 (1⒛ 页)

在邓小平教育思想中,政治思想教育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针对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思想的破坏,邓小

平指出 :“ 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

培荞。我们党的教育事业历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
”

[1](1o5页 )在 19s9年 ,谈到
“
六四

”
风波时,邓 小平

语重'bˉκ地说,“ 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c我
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

教育发展不够
”
[61(2gll页 )。 第三,在教育发屐目的

上,邓小平提出了培育
“
四有

”
新人的目标:他 说 ,

“
我们提出了要教育人民成为

‘
四有

’
人民,教育干部

成为
‘
四有

’
干部。

‘
四有

9就
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
”
[6](2o5页 )“ 四有

”
新人的培养目标,从

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出发,着 眼于提高全民族的素

质,它们各自具有特定的内容和含义,同时又互相联

系,互相渗透。
“
四有

”
新人的提出,使我们进 一步明

确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标和总体指导思想。邓

小平在不同时期,还分别对如何抓好教育工作作了

具体而明确的指示。19T9年在谈到教育战线拔乱

反正问题时,邓小平讲
“
不抓科学、教育,四 个现代化

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

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
[川 (68

页)。 在后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认为教育工

作要有更快的发展,第一点,提高教育质量,提 高科

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二点,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

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

的革命化。第三点,关于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

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第四点,要尊重教师的

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 [1](1o3-1os页 )。 针对一部

分同志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的问题,邓 小平要求
“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Ⅱ.要 抓

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 干实事
”
[6](121

页)。

邓小平非常强调教育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强 调

教育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对此,我 们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劳动力的产生来看,教育

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因为教育能全

面发展人的劳动能力,促使体力与脑力的结合,不断

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教育能把具有一般劳动能力的

人培养成具有专门的、特殊劳动能力的人;教育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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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扩大劳动者的知识面,迅速适

应社会生产的新行业、新技术。其次,从科学知识的

产生看,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主要手段。第三,

从社会生活方面来看,教育能加强对社会生活过程

的i周节和控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调节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基础,其作用是全面的,渗透于现代化建设的

各个方面。我们学习、贯彻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关键

就是要树立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思

想。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 :“ 科

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

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

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

大计。
”

三 科技和教育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实践

邓小平认为科技和教育是相互统一的,统一的

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 19Ts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说 :“ 我们要在短短的

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力发展我国的生产

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

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

[1](tsg∵9o页 )只阝小平还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 来看

待教育和科学技术,他说 :“ 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

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 响了发

展,还要耽误二十年,后 果不堪设想。
”
[6](2Td一 夕5

页)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教育与科技的辩证关系,他

认为,科 技和教育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在

19鸦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 历史上的

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 ,

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

识的劳动力。
”
[1](88页 )而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知

识的主要手段就是接受教育,教 育和科技是不可分

割的。sO年代初,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 为了建设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

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象经济与

教育、科学⋯⋯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 能顾此失

彼。
”
[丬 (249-Ⅱ 0页 )在 阐述科技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时,邓小平将人才作为科技与教育相联结的纽带。

他说 :“ 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

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

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日标就有把

握达到。
”
[6](12o页 )他还指出 :“ 我们要实现现代

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

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

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 么~L得去?科学技术

这么落后怎么行
,?”

[1](硐 页)只阝小平特别重视人才

工作,在谈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 说 :“ 这

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它各条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
‘
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
’
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

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
[6](9I— 92页 )

邓小平在阐述科技与教育的关系时、总是紧紧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体现了
“
科技与教育统一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
的思想。他说 :“ 要进一

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

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

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
[6](l"页 )¨ 教育

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I1](1o7
页)。 在 1992年 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 :

“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j"[6]

(3” 页)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概括地说,就是
“
一

个中Jb,两 个基本点
”
,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应紧

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也

应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科学技术和教育随着生产

的发展而发展,并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

制约。反过来,科技和教育一旦得到发展,必将极大

地推动生产的进步。科技和教育的相互制约、相互

影响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离不开教育的

发展。学习邓小平
“
科技与教育相统一

”
的思想,要

求我们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教育、人才这个

中介,尽快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q推动我

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四 认真贯彻
“
科教兴国

”
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
“
科技与教育相统一

”
的思想,主要包括

以下儿个方面内容 :第一,关于科技、教育事业的地

位和作用的论述 ;第二,关于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论

述;第三,关于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论述 ;第 四,关于

科技、教育与经济建设的论述 ;第五,关于知识分子

和人才的论述。邓小平时刻关注时代特征和世界发

展趋势,着 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围 绕
“
四个现代化,经 济是中'心 ,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

础
”
这一基本思想,紧紧地把握科教事业改革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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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  战略,而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这是全社

实践精神,逐步形成了
“
科技与教育相统一

”
的理论。  会的事情。第二,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据此,党 中央制定了
“
科教兴国

”
的战略决策,这是基  地位,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和前提。第三 ,

于中国的国情,基 于当代科技革命的趋势和综合国  必须努力促进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密切结合,加快科

力较量的形势,基于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心而  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步伐。第四,在 全社会大力提

得出的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可行的选择。我们学习和  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

领会邓小平科技与教育相统一的思想,贯彻执行科  我们坚信,随着我国
“
科教兴国

”
战略的逐步实施,科

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应 当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第  技和教育事业一定会迎来灿烂美好的明天 ~

——,科教兴国决不仅仅是关于科技、教育自身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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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Ⅱg Xiaoping’ s Thought on the Un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QUE Si-qlng
(sid、 uan Nt,rΠ⒈d University Managt· 1ne【】t DepartΠ Ient,sicl、 uan Cl、 e:lgdu610068China)

Abstract:It is Deng Xiaoping’ s consistent thought to pay attention 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nd11nifv the two in sociahst modernization, 、1`hich has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

cance and practical imphcation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f“ pr。spering the∞ untry Ⅵ̀ith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made by the Ccntral CoⅡ lFnittee of the 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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