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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色社会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 
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问 
题上，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 
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 
律性、富于创新性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 

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 
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如何科学认识和判断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党对此作过艰辛的 
探索，有经验也有教训。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 
验，作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并据此 
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 
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长期的过程。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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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认识社会主义发 
展阶段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 
段”，它“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1982年 
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分别对这一阶段的内容作了进一 
步的分析。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 
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 
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 
订规划。”①邓小平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加 
以把握，明确了这一基本国情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
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首先，阐明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 
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 
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第一层含义 
阐明了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第二层含义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程度，两层含义不可分割，必须全面把握。只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同 
它的发展程度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够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
其次，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 
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我国 
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 
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

:'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

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 的历史阶段

》品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阶段

；‘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

「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

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

，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

第六章邓小平理论158

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最后，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总起来说，这一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 
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 
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 
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 
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 
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 
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强调现在处于并将长口寸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实际。

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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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11年版，第179页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 
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 
刻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 
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 
确把握，揭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 
段理论的重大发展和重大突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总依据。

2-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三大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科学认识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②
党的基本路线高度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领导力 

量和依靠力量、基本途径和根本保证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针。首 
先，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富强”“民主” “文明”分别是经济、政治、思想文 
化领域的目标和要求，三者在现实中表现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的统一。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途径。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回答了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回答了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的政治保证问题，“坚持改革开放”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外部 
条件问题。它们是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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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布局，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和发展道路。再次，“领导和 
团结各族人民”是实现奋斗目标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紧紧依靠全国 
各族人民，有了这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必定能够胜利。最 
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立足点。把“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方针概括到党的基本路线之中，不仅是改变我国不发达现 
状的需要，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的最根 
本的拨乱反正。能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邓小平指出：“离开 
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 
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①四项基本原则是立 
国之本，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 
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讲话郑重表明，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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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发展战略理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党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把“和 
谐”与“富强、民主、文明” 一起写入了基本路线。党的十九大提出“为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把两个基本点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以 
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要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 
原则新的时代内涵。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

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 
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1.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始终高度重视 

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以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 
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尤为重要 
和迫切。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