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道主义是残疾人事业的旗帜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邓朴方：残疾人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重视。

什么原因呢？除了社会文明了、进步了这个根本原因外，也

是由于社会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引起了一系列问题，产

生了一系列新情况。如家庭的组成和功能正在发生某些变

化；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而在这种情况下，残疾

人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拉大了。这给残疾人事业

带来了新问题，这是发展“快”带来的问题。目前社会还有

一个特点，就是“改”，改革也会派生一些社会问题。改革

时期，社会朝气蓬勃了，某些不稳定因素也相应增加了。所

以，我们党目前很重视、很强调社会保障问题。残疾人事业

具有稳定机制，又具有发展机制，与社会保障密切相关。我

们要力争在这个领域做好工作，起到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作

用。

从事残疾人工作这几年，突出的感受是我国封建主义的

东西多。我国封建统治长达几千年，现在无论是在生活中还

是在人们的意识里，封建主义的东西还很不少。反对改革的

主要势力和思想基础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改革和开放主要是

要打破封建主义的封闭性，打破那种对外闭关自守，对内封

闭僵化。



在残疾人事业方面，主要的阻力也是来自封建主义的思

想意识。由于这种阻力的存在，有些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就

是办不成，比如残疾人就业问题，有些人认为残疾人是二等

公民，说：好胳膊好腿的人还没有工作呢，残疾人就算了吧！

所以，宣传人道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小组同志：在我国，人道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邓朴方：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它是历史上进步

的思想，还是落后的思想？是进步阶级提出来的，还是没落

阶级提出来的？对这些要有正确的认识。有些文章说，被压

迫阶级，更需要的是血与火，而不是人道主义。我认为，我

们无产阶级拿起枪杆子，就是为了解放大多数人，这就是人

道主义。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搞土地改革，解放

了几亿农民，这就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能不能作为我们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能不

能在文件中这么提？

在西方社会，人道主义发展几百年了，不断深入人心，

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准则。我们却还在批判人道主义。一个

普通的青年工人说，还批人道主义呢，“文化大革命”折腾

得还不够哇？显然，批判人道主义是不得人心的。

小组同志：我们把好东西批光了，把好东西都推给了资

本主义。



邓朴方：比如，自由、人权等等，以前都推给了资本主

义。人家就会问，社会主义好，到底好在哪里？什么好东西

都不要，就剩下一个“阶级斗争”。

现在我们提出，我们讲人权最重要的就是生存的权利，

劳动的权利，发展的权利。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吸收一些西方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

中积极进步的东西。

资产阶级对历史的贡献比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任何阶级

的贡献都大，无产阶级一定要超过资产阶级。我们不应该盲

目崇拜西方，而要面对我国的现实，要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

初级阶段，要看到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困难，正视现实，不能

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特别是对党风问题要面对现

实。应该说，总的看，从根本上看，党风比“文革”时好多

了。第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思想原则已在党内逐步树立起来；第二，从上到下逐

步形成了敢于讲实话的风气；第三，多数同志已注意用自己

的头脑思考问题了。但也不能忽视党风不正的问题和党群之

间、干群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严肃党纪；

另一方面要引导群众认识，在现实条件下哪些问题是可以解

决的，哪些问题是暂时难以解决的。不要让群众期望过高。

期望过高，失望就大。要把严肃党纪和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这两方面工作做好，达到一个比较满

意的结果。

要给改革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善的

调节的手段。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一收，往往殃及走在改

革前列的人。要想个办法保护这批人才。

我们从事残疾人事业，也是在为改革服务，在一定范围

内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国外看到中国的社会是趋

向文明、进步的，是稳定的。

理论工作应当成为改革的先导。我认为理论工作应更多

地研究人道主义的延续性，我们社会里人道主义太少了，应

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普及起来。

人道主义是残疾人事业的旗帜，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准

则。

小组同志：你们对残疾人就业、教育有何打算？

邓朴方：我们这几年要大力推进残疾人就业，动员各企

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特别是推动有条

件的大企业解决残疾人就业。这样分散就业，工种安排比较

容易合适，社会影响也大。

小组同志：全国残疾人就业率真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邓朴方：这里有概念问题。所说的百分之七十，是指大

中城市。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占有劳动能力

的残疾人的百分之七十。但什么是有劳动能力呢？这是一个



不确定的概念。搞不好，在分母里面，排斥了一些有劳动能

力的残疾人。比如，按有关部门的解释，像我这样的人就是

没有劳动能力的。有的地方统计残疾人的就业率为百分之九

十。但为就业到我们这里上访的人很多。所以这个数字有水

分。

残疾人事业发展水平如何，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

之一。所以，我希望，残疾人事业应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

小组同志：应该纳入，而且应该优先。因为残疾人是人

民中生活最困难的一部分。

邓朴方：福利企业的产、供、销国家也应给予保证，因

为这是一个吸纳残疾人的特殊行业。这与推行商品经济不应

当矛盾。

现在福利企业的免税问题在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下已

经基本解决了，但还有许多问题。比如，残疾人的定义还没

有完全确定，这样就会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

我们不能像西欧那样搞成福利国家，而要发展成为劳动

福利型的残疾人事业。既安排就业，又以优惠政策加以扶持。

解决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便能提高他们在家庭和社会的地

位，使他们在精神上减少痛苦。我们就是要攻这个问题。前

几年民政部门为残疾人就业下了大功夫，我认为这几年要再



使把劲，再宣传宣传，使更多的残疾人就业，为国家做贡献

是我的理想。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随着社会补偿的健全，有劳动

能力这个概念将一步步外延。这就是说，残疾人就业工作将

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一个长期的任务。

在日本，我见过有些重残人能在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上

工作。有无劳动能力的概念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

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小组同志：你们是否也可搞一个这样的工厂，作为一个

试点？

邓朴方：从我国现在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看，近期不

大可能。

小组同志：这是就业问题。教育呢？

邓朴方：残疾人教育问题分四块：第一块是初等教育；

第二块是特殊教育。这一块非常差，全国才有盲聋哑学校三

百多所，贵州省解放前有三所，解放后不仅没有增加，“文

革”中又关了两所，最近才恢复。我国特教太落后了，师资

和设施远远不足，盲聋哑儿童的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六左右。

第三块是职业教育。这是投资少、见效快、受益面大的一块。

所以，我们把这块作为一个重点。如果职业教育跟不上，就

业问题就解决不了。若干年之后，几千万人就会落到基本生

活水平线以下。这样就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



问题。第四块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主要困难在于毕业分

配。这又与观念落后相联系。

如果现在各类职业学校普遍招收残疾人，就能解决一大

批残疾人就业问题。

小组同志：能否在“六中全会”后，争取有一个电视台

播放手语节目？能否在一些城市搞几条无障碍的街道？

邓朴方：关于电视台配制手语的事，我们将再与电视台

联系，再争取一下。这个办法很好，借一下“六中全会”的

东风，使社会对残疾人重视起来。关于无障碍设施，北京正

在搞。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人道主义的“扫盲”工作。我们担忧

的是，再过几十年是不是还需要“扫盲”？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就要在幼儿园、小学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使人道主义

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小组同志：这些问题，是要写到《决议》中去的，现在

有些孩子缺乏同情心，贻害无穷。

邓朴方：社会上歧视残疾人的现象，现在还相当普遍。

我们现在搞精神文明建设，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如

果完全以共产主义精神要求群众，是不现实的。在这个问题

上，一定要考虑现实条件，要认识到现在已不能完全用战争

时期的原则来要求人们了。



现在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较差，学生有脱离社会的倾

向，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我们在各行各业提倡职业道德也很不够。

小组同志：基金会成立以来，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

考虑了很多问题。谢谢你讲的这些意见。

邓朴方：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铺路搭桥的工作，是为后

人打基础。困难很多，但我们不怕别人说闲话，不怕说三道

四，为了广大残疾人，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我们要这样干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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