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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 

陈邵桂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邓小平１９８０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步形成关于废除干
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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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提出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１］３３１此后，逐步形成

关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论并付诸实践，

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一　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论

（一）邓小平关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

题的提出

早在１９７９年７月，邓小平在谈到老干部培养
接班人的问题时就提出：“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

度。”［１］１９３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

限期的。”［１］３３１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废除干部领导

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主要应基于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鉴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和形势任务的

变化。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

告中说：“我们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同时也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

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

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

问题的短视观点。”［１］３２６１９４３年３月，毛泽东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

主席，从此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职务直至１９７６

年９月逝世，曾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伟

大胜利和成就，却在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

命”运动，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性动乱。同时，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党及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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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由领导革命转变为领导建设，在这一转变

过程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一些

干部，不完全适应，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不能适应

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

二是鉴于干部进退是自然规律。１９７９年 １１
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会上

的报告中说：“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

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是自然规

律，没有办法。”［１］２２１人的精力是与年龄相关的，即

邓小平所说的“自然规律”。１９７５年王洪文说过一
句话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和长时间的思考。他

在上述报告中说：“１９７５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

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

志谈过这个事情，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

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

也斗不过他们。”［１］２２５１９７５年，王洪文４１岁，李先念
６６岁，邓小平７１岁。就年龄而言，邓小平和李先念
与王洪文比较，当时没有优势，１０年后更无优势。
鉴于年轻人接老一代人的班是自然规律，所以邓小

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思考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问

题。可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符合自然法

则的。１９８２年１月，７８岁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
讨论精简机构问题时说：“要我做八小时工作，我就

肯定不行。”［１］４００１９８２年９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央顾
问委员会的过渡性时又说：“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

的辩证法。”［２］６１９８９年９月，邓小平还说过：“自然
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２］３１６

这就是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又

一重要依据：人类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

（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成的原因

邓小平指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形成，同

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

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１］３３１我国经历了

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社会，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帝
制，但革命并不彻底。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完

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在思想上彻底肃清封建

主义的影响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胡乔木在谈到邓

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时说过：

“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

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

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

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

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

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

的问题。”李维汉也说过：“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

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

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

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

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

主义时代。”［３］这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成最根

本的原因。

（三）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目的

１９４５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说过：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

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

他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

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是：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

新路，就是民主。”［４］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

终身制，同样是为了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支

配，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

关于国家的政治安全，邓小平是非常重视并予

以反复强调的。他说：“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

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

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

亡党亡国。”［１］３９７邓小平还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

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

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

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

制。”［２］３２５１９８７年６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
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又指出：

“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都有个共

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２］２４０后来的苏联解

体和东欧剧变，以及２０１０年底以来北非几个国家
发生的变局，更表明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

制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邓小平指出：“国家

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１］２８８

１９８２年９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讲话时还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

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

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

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

９９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９６期）

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２］５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和

现实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不废除干部领导职

务终身制，党和国家就没有活力，没有生气，也就没

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　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实践

（一）邓小平带头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１９８９年９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
话时说：“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

度。”［２］３１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是资历还

是在国内外的威望等，邓小平都完全可以担任中国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陈云在１９８０年说过：“小平
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５］胡耀邦在１９８１年
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

席之前，多次提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应由邓小平担

任。他说：“党的主席我不能当！这个职位很重要，

还是小平同志当好。”［６］邓小平也在１９８８年９月会
见外宾时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

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２］２７２邓小平不

仅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而且还与李先

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等一起辞去国务院

副总理职务，从国务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１９８２年
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
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

任，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

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８３年６月，在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虽然没有担

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并从国务院领导岗位上退了

下来，但仍然身兼数职。因此，怎样从现任职位上

退下来，是他当时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基辛格在

《论中国》一书中回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北京
见到邓小平时，发现耄耋之年的邓小平正在为国家

新老领导人的有序交替做准备。基辛格问邓小平：

“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个头衔称呼您？”邓小平回答

说：“我现在头上有太多帽子，我想把它们给别人，

我想尽量少干。”［７］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以后，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只留任

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
《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职务的决定》，１９９０年３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从此，邓小平完全从

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特别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了表率。

（二）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思想法

制化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
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

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

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

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

性质的问题。”［１］２２２怎样才能选好接班人，邓小平提

出：“从改革制度着手。”［１］３４８也就是说领导干部的

进退要有制度规定。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党

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

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

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

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

休养，或者退休。”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６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上，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

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

告》，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任期做了说明，特别

强调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他说：

“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连续

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就取消了实际上存在的领

导职务的终身制。”［８］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六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

年”；第六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七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

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

职不得超过两届”；第八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每届

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总理、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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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从此，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

成为党的规章和国家的法律，并对党和国家领导层

面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进行了具体的法律

制度规定。这就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

改革》的报告中特别强调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

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

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

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１］３３３

２００６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党政领导干
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确：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

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

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党政领导干部

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１５年的，不再推
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干

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从此自上而下被全面废除。

（三）邓小平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采取

的过渡措施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
改革》的报告中说：“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

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

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

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

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

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

化。”［１］３３９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思考废除干部领导职

务终身制的同时，就在思考如何安排好从领导岗位

退出的老同志的工作，并充分发挥老同志作用的问

题。后来，邓小平还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

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

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

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

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１］４１４如前所述，

１９８２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成立并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在中

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当选主任。邓小平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

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

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

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

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

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

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

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

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

家以后的发展，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

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

个顾问委员会。”［１］５－６１９９２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按

照邓小平关于“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的思想和当

时的实际，中央顾问委员会历经１０年顺利完成时
代赋予的任务，为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废

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深远
影响

　　（一）实现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平稳
交接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以后，１９８１
年３月，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主动要求退居第二
线受到邓小平表扬。邓小平在１９８１年７月召开的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我建议大家向

他学习。他亲自出来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的同

志当部长。”［１］３８４由此表明，邓小平关于废除干部领

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很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理

解和接受，此后，干部领导职务特别是党和国家最

高领导职务的退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且为全

党、全社会广泛接受，形成共识。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江泽民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从中共中

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等职位退出，实现了中国共

产党最高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集体交接。２００３年
３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李鹏、江泽民、朱基分别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职位退下来，顺利实现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新

老交替，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退出机制的形成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国家

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再一次实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领

导集体顺利交接；２０１３年３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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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实现新老交替，从而标志

着党和国家领导职务退出已经规范化、制度化。美

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

成认为：“过去３０多年间，中国实现了从个人魅力
型领袖治理到集体领导模式的转变。事实上，制度

化机制已经在中共各级领导层交接过程中使用，对

权力加以限制。”［９］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别

是实现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平稳交接，深得人

心，广受好评。

例如，党和国家原领导人田纪云２００３年退出
领导岗位以后，在《退休后别对现任领导指指点点》

一文中说：“任期满了，或者年龄到了就退下来，天

经地义，不胜光荣。现在人才辈出，不愁后继

乏人。”［１０］

再如，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在《辉煌十年，中国

成功之道在哪里》一文中，高度评价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形成的集体交接机制。他认为：“中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他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称为“集体总统

制”，并充分肯定：“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

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

‘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

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胡鞍钢认为：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的实际运行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

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

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１１］

又如，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在《坚持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文化自信》一文中说：“国

家最高权力平稳移交的制度机制建设。中国走出

了一条自己的路，建立起了各级领导人的任期制，

不像从前、也不像前苏联以及现在中东一些国家，

领导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生命到了终点，任职才到

终点。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领导人正常退休制度，

这些年来经过长期实践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

活准则。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改革成果，都是在

波澜不惊的情况下平稳实现的。”［１２］

以上说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不仅已

经制度化，而且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

干部，还是专家学者都形成了共识并衷心拥护。这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重大成果，为国家长

治久安奠定了人事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经受了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考验

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６月指出：“只要有一个好的
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

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

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

住。”［２］３１０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多年的实践证明，邓小
平这一论断完全是科学预见。不久以后的苏联解

体则从反面证明，不解决好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

问题，国家就没有长治久安。高放将苏联解体的原

因归纳为：“个人集权、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

制”并由此造成的“三个缺失，即缺失社会主义自

由、民主和法制”。［１３］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干部领

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我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为什么能经受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严峻考

验，最重要的就是逐步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

制，从而“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

委会”。

就国内形势的变化而言，１９７８年召开的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３０多年
来，没有因国内形势变化而影响社会稳定。２００２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１１３５美元。［１４］１７根据
国际上的历史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０００美
元到３０００美元的发展阶段，是社会矛盾多发期，处
理得当可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处理不当可能出现

社会动荡。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１５］到２０１１年，我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５４３２美元，［１４］１７在这个十年
中，我国社会总体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从而表

明已经顺利渡过矛盾多发期。尽管国家在由封闭

向开放的转变过程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

保持了总体上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

就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
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世界两极格局的瓦解，呈现

“一超”（美国）“多强”（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

等）的局面，目前，正朝着多极化趋势发展。在这一

过程中，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先

后有苏联以及东欧、西亚、北非等地一些国家出现

政权更迭等社会动荡严重的局面。在经济上，先后

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特别是后者

几乎波及整个世界金融市场。３０多年来，世界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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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国际局势虽变幻莫测，但中华

人民共和国经受了考验。

（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
２００１年，我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第 ６位，［１６］２００６
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１７］１８２０１０年第２季度，
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２年，我
国若干重要经济指标已居世界各国之首，外汇储备

世界第一，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

最大汽车产销国，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１８］回想当

年，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会见外宾时说：“现在我
们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１］２３８仅仅２０几
年，到２００６年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１７］１９到２０１１
年，连续３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
二进口大国。［１４］２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

于１９８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
报》披露：１９８２年社会总产值为９８９４亿元。［１９］《中
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披露：２０１２年国内生产总值５１９３２２亿元。［２０］

仅仅３０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数番。“３０多年改革
开放……城镇化率由不足２０％到超过５０％……７
亿农民结束了２６００年种田交税的历史。”［２１］以上
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

大成就，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都堪称奇迹，并且

经受了２００８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正如胡
鞍钢在《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一文中所

说：“在世界同一个大考，即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

不仅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是最佳的，而且与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总量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危机前的４
倍缩小至２０１１年的２．２倍，此外中国对全球应对
金融危机的积极作用最大，实际贡献最显著。”［１１］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的思想，特别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从理

论到实践，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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