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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成为为数不多的曾两度

当选“年度风云人物”的世界领导人。

在邓小平第一次当选 "1978 年年度

风云人物 " 时，《时代》周刊曾这

样解释个中原因：“邓小平把中国

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

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

1975 年 5 月，身为副总理的邓

小平就率团访问法国，成为第一位

访问西方大国的新中国领导人。此

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是，两国领导人

商定，两国外长不定期就国际重大

问题进行磋商，并成立经济贸易混

合委员会。这种政治磋商机制和经

贸合作形式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

中的首创之举，为双方在多个领域

特别是核能、化工、交通等方面的

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 次 载 入 中 欧 史 册 的 访 问，

为中欧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框

架下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 年，中欧签署了第一个贸易与

经济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与经济合作协

定》。

1978 年 10 月 22 日至 29 日，邓

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

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

书》仪式，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我

国国家领导人。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

28 天后，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邓

小平启程访美，受到美国政府和各

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白宫南草坪，

邓小平告诉世界：“中美关系正处

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

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

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

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访美成为中国对外开放

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之一，

此行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能够敞

开国门、拥抱世界，不仅在中国国

内引起巨大争论，也令世界震动。

如今，对外开放是我国“任何

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基本国策。当

前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正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优势。

特区建设引领创新发展

邓小平曾指出，现在的世界是

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

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

技术。1978 年 2 月至 1979 年 2 月一

年间，邓小平出访 8 个国家，了解

当今世界的发展情况，清晰看到了

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也坚定了他要

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1979 年 4 月 5 日，中央在京召

开工作会议。会议间歇，邓小平与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谈话时说：

“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

搞一个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 年 3 月末，国务院在广州

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研

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

策，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

名称改为“经济特区”。随后，深圳、

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兴办。

邓小平为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

倾注了大量心血。1984 年 1 月至 2 月，

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厦

门经济特区，并且给三个特区都题

了词，给特区的种种争议性问题一

锤定音。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

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

我要来看一看。”

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同样由

邓小平亲自推动。1990 年 2 月，邓

小平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强

调：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把上

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邓小平指出：

“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

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

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

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邓小平1991年视察上海时指出，

浦东是面向世界的。1992 年邓小平

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上海在人

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

辐射面宽。”根据邓小平上述指示，

“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

面向世界”就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工

作方针，无论是开发规模、开发规划、

开发资金，还是参与开发的智力，都

是与世界接轨的。

如今的深圳特区，已经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龙头，而浦东新

区开发开放三十多年，无论是对外

开放、科技创新，还是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等，都对长三角各地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龙头辐射作用，是各

地开放发展的引领、示范，也是各

地创新发展的引擎和带动。

　　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
时让世界走进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