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１００年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走向富强的百年探索

张 晓 晶

摘　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征程，是一部实现求富求强中国梦、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牺牲和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追求富强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成立新中国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求

富求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了束缚

人们追求财富的观念枷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全社会创造财

富的巨大热情，国民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经济总量与财富存量衡量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

为通向共同富裕迈向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追

求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经验大体可归纳为四方面：第一，独立自主

的探索是求得后发赶超和国强民富的关键要诀；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

现求富求强的价值旨归；第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

泉充分涌流；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

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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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

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 谋 幸 福、为 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 确 立 为 自 己 的 初 心 使 命。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征程，就是一部实现求富求强中国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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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３页。



以来却大大落后了，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

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

技术落后。”① 因此，不首先进行革命，以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实现

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②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

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之路揭开了崭新篇

章。１９２５年，毛泽东在 《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

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③

近代以来求富求强成为中国摆脱落后挨打、走向现代化的主基调。因积贫积弱

而求富求强充分显示出，“经济的幸福”———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视角来认识国

家强盛、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提升的重要，这也是把脉中国大趋势、理解中国百年

巨变至为关键的维度。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追求富强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中国百年巨变，始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④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人民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这近８０年 的 时 间

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

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为追求富强创

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积贫积弱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与世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就世界而言，一战结束，欧洲国家进入恢复的年代；美国本土因为受到战争冲

击较小，且受益于一战，进入到一个奋进的时代。１９２１—１９２９年，美国ＧＤＰ以每

年５％的增长率 持 续 增 长———这 是 世 界 上 任 何 一 个 发 达 国 家 有 史 以 来 的 最 佳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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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这１０年，对全体大众而言都是财富增长的年代。”①

就中国而言，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积贫积弱。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经历

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洗礼不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还是传统

的农业国，工业底子非常薄弱。透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视角，当时中国经济呈现出

以下几个鲜明特点。首先，现代经济部门所占比重还非常低。１９２０年，中国工农业

和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中，新式产业只占７．８４％，而传统产业占９２．１６％；这是把

农业产值按生产者价格计算，如果按城市市场价格计算 （连运费约高２５％），则新

式产业更仅占５．９６％了。②其次，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在产业资本中的占比凸显中

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１９２０年，外国在华资本合计２３．９亿元，本国资本

４８．１亿元，国外资本约占三分之一；而仅就产业资本而言，外国在华资本１３．３亿

元，已经超过了本国资本１２．５亿元。进一步，在产业资本中，官僚资本６．７亿元，

也超过了民族资本５．８亿元。③ 以上表明，就产业资本而言，外资占主导，而就本

国产业资本而言，又是官僚资本占主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性质。④ 最后，资本主 义 发 展 严 重 滞 后，人 均 资 本 极 为 匮 乏。就 人 均 而 言，

１９２０年，中国全 产 业 资 本 约 值２５．７９亿 元，按 人 口４．４５亿 计，人 均 只 有５．８元，

其中又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所有，中国所能掌握的不过１２．４９亿元，人均只

有２．８元，资本贫乏，可以概见。⑤

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积贫积弱的基本国情，不仅关涉把握中国共产党成

立之初的社会性质，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而且对于之后提出反帝反封建的

民主革命纲领，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特点，

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

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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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五四运动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

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选择，“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

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① 当各种救国方案轮番

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点燃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希望。

中国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的，而是把它当作

观察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因此，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就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

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

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创办了各种形

式的工人学校，成立工会并发动工人举行罢工。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

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并非偶然。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

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孕育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

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

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② 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就把改变旧中

国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完成两大历史任务，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自己

的初心使命。正是中国共产 党，引 领 中 国 人 民 接 续 奋 斗，把 被 人 视 为 “一 盘 散 沙”

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最终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

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

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

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

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

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障碍，④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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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制度奠定走向富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

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为中国走向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频繁的战争，既抑 制 了 增 长，也 破 坏 了 财 富。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国 内 建 设 是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一方面 是 农 业 农 村 的 凋 敝。旧 中 国 的 农 业 生 产 遭 到 极 大 破

坏，１９４９年底全国主要农产品 产 量 同 抗 日 战 争 前 最 高 年 份 比 较 粮 食 下 降２４．５％，

棉花下降４７．７％。另一方面是工业化水 平 很 低。重 工 业 不 仅 比 重 低，而 且 产 业 结

构非常落后，１９３６年机械工业 产 值 只 占 工 业 总 产 值 的８．８％，其 中 机 器 制 造 工 业

仅占２．２％，并且主要集中在 华 东 和 东 北，１９５２年 国 民 经 济 恢 复 结 束 时，机 械 工

业仍然很薄弱，其产值只占工业总 产 值 的１０．６％，并 且 布 局 也 不 平 衡，高 技 术 含

量的产品很少，正如毛泽东所 说，中 国 连 一 辆 汽 车、一 架 飞 机、一 辆 坦 克、一 辆

拖拉机，都不能制造。①

从国民收入角 度 看，１９５２年 的 中 国 国 民 收 入 与 世 界 发 达 国 家 相 比，还 相 当 落

后，只相当于同期美国国民收入的７．５％，苏联的３１．６％，英国的５３．８％，法国的

６３．９％，西德的８１．３％，但是超过了日本１４．７％；如果从人均水平来看，差距就更

大了，只相当于美国的２．３％，苏联的１０．３％，英国的５．２％，法国的４．７％，西德

的６．９％，日本的２２．２％。②

从资本存量角度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底子非常薄弱，主要靠没收官僚资本形成

新中国初期的 “家底”。在国民党统治的２２年里，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官僚资本迅

速膨胀，控制了全国银行总数的７０％和产业资本的８０％，以及全部的铁路公路航空

运输和４４％的轮船吨位。到１９４９年底，全国共计接收官僚资本的金融企业２４００余

家，工矿企业２８５８家，工矿企业职工总数为１２９万，其中产业工人７５万。③据全国

清产核资委员会统计的数字，截至１９５２年，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２４０．６亿

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官僚资 本 企 业 的 资 产 （不 包 括 其 土 地 价 值）。除 去 已 用 年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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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后净值为１６７．１亿元。① 这笔巨大财富收归国家所有，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

营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最主要部分，也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资本存量，有不少学者研究，较有影响的是邹至庄。

他的估算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存量资本，还纳入了土地价值，这就和我们一般所

说的财富概念很接近了。他利用历史的固定资产净值数据，推算出１９５２年中国非农

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为５８２．６７亿 元，其 中 各 部 门 分 布 为：工 业２４８．０亿 元，建 筑 业

９．０亿元，运输业１５２．３亿元，商业１７３．３亿元；加上农业部门资本存量４５０亿元，

合计的资本存量超过１０３０亿元 （１９５２年价格）；再加上土地价值初始值７２０亿元，

则１９５２年资本与土地总值约为１７５０亿元。②考虑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国的产出占

世界的比重处在历史低点，则资本存量也大体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人均资本存量更

是少得可怜。

（二）人口多、底子薄下的高积累

新中国成立之初，底子薄，百姓尚不能温饱，国家还面 临 着 赶 超 发 展 的 重 任。

于是，政府动员资源，强制储蓄，提高积累率，加快资本形成，就成为新中国成立

之初及后来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

从求富求强的主线索角度，没有积累 （或储蓄），③ 就没有财富形成。高积累一

定意义上会加快财富形成。不过，这样形成的财富主要是政府财富，并不是居民财

富；居民财富的增长只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了。

在国民收入既定情况下，高积累必然意味着低消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３０年，

积累与消费 一 直 处 于 一 种 紧 张 关 系 之 中。中 国 的 积 累 率 在 “一 五”时 期 达 到 了

２４．２％的平均水平；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的积累率达到了年均２８．４％的较高水平。由于缺

乏经验和 “左”的急躁情绪，地方政府进行了 “大跃进”式的工业投资，尤其是重

工业 投 资，而 农 业 和 轻 工 业 的 投 资 不 足。这 导 致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 的 积 累 率 达 到

３９．１％的畸高水平，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衡。１９７０年，受国际形势影响，国

民经济在 “备战”的氛围下进行了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又一次跃进式发展，积累率

升至３２．９％，１９７１年进一步升至３４．１％，以至于国民经济再度失衡。计划经济后

期的高积累率，一方面使中国 的 工 业 基 础 日 渐 扎 实，形 成 了 较 为 完 整 的 工 业 体 系，

并解决了国家安全所必备的国防尖端武器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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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积累，但不包括折旧）占国民收入 （ＭＰＳ统计体系中的国民生产净值，未包括大部

分第三产业的服务净值和折旧）的比重。参见周小川：《中国的高储蓄率与改革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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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不前。①

进一步的数据表明，１９５２—１９８０年间，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积累的比例平均

大约是０．３０。官方实际消费指数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００增加到１９８０年的３８０．８，平均年

增长率为０．０４９。这一增长率比０．０６０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低，反映了政府限制

消费增加积累的政策。实际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降低了。在并不富裕

的情况下强调积累，导致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受到抑制。②

客观上，高储蓄高积累为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奠 定 了 重 要 的 物 质

基础，这包括 “两弹一星”工 程 以 及 构 建 独 立 的 较 为 完 整 的 工 业 体 系 和 国 民 经 济

体系。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方 面、在 发 展 与 民 生 的 协 调 方 面，政 府 的 强 制 性 储 蓄

有利于较快动员资源促进 发 展，但 也 抑 制 了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自 然 也 抑 制 了

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并 且，由 于 过 分 强 调 积 累，国 民 经 济 比 例 失 衡，经 济 出

现大起大落，经济增长的持续 性 大 打 折 扣，从 而 不 利 于 长 期 的 财 富 积 累 和 人 民 福

祉的提升。

（三）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首先，我们在一穷二白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

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其次，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

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从速度上看，１９５３—１９７６年，国内生产总

值年均 增 长５．９％，其 中 工 业 年 均 增 长１１．１％。从 规 模 上 看，按 当 年 价 格 计 算，

１９５２年国内生产总值为６７９亿元人民币，１９７６年增加到２９６５亿元。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１９元增加到１９７６年的３１９元。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全国居民的

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１９５２年的６５元增加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３１元，城镇居民同期

从１５４元增加到３６５元，初步满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

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居民人均寿命显著延长，１９４９年仅为３５岁，１９７５年提

高到６３．８岁。③

国际上有一种观点，以１９５０年为分水岭，前两个世纪 （即１７５０—１９５０年）是

大分流的时代，１９５０年之后是大趋同的时代。④ 二战后，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

展中经济体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国际舞台上也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和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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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增长开始提速，开启了后发赶超和向高收入

经济体逐步趋同的新阶段。就全球来看，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份额也是在那

个时候开始逐步上升的。图１显示，１９５０年开始，代表发展中经济体的亚非国家产

出份额占比在上升，而代表发达经济体的欧美国家产出份额占比在回落。就中国而

言，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往前１００年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是中华民族屈辱的百年，往

后１００年 （１９４９—２０４９），恰是中华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百 年。两 相 对 比，为 充 分 理 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新的注脚。

图１　世界产出分布 （１７００—２０１２）

　　　资料来源：ｐｉｋｅｔｔｙ．ｐｓｅ．ｅｎｓ．ｆ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２１ｃ。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为实现求富求强中国梦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那么，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则为财富创造积累提供了根本的制度基础。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９
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

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

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① 回顾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求富求强的百年探索，政治

前提与制度基础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这个充分条件，需要包括激发全

体人民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以及形成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而这些方面的

补足，还要等到改革开放。

三、改革开放：财富创造与财富积累让人民真正富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

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

策。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

要法宝。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为实现求富求强的中国梦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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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改革开放真正打开了人民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

通道：不仅创造了 “两大奇迹”———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也使得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一）观念的革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对于追求财富和经济幸福还存在疑虑。不打 破 观 念 枷 锁，

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事业就难以推进。为破除过去对于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 （如

“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鲜明提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

义要求的”。①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

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

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

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②

在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否定式表达之外，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特

征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

化。”③ “社 会 主 义 最 大 的 优 越 性 就 是 共 同 富 裕，这 是 体 现 社 会 主 义 本 质 的 一 个 东

西。”④在１９９２年初的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

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⑤ 对于如何达成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先富帮后富的实

现路径，并强调 “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⑥

从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摆脱贫困奔小康到实现

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寻国强民富征途中的思想解放与实践探索。所有这些为

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激发全国人民创造财富的热情，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和

创造经济增长奇迹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

·２８·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６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２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６４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３页。
邓小平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９—２１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

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６６页）



（二）国民储蓄与居民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

财富创造在于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在于国民储蓄。传统社会 （或前现代社会）几

乎没有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始于工业革命。因此，传统社会的财富创造相对于后世是

微乎其微的。在２５０万年的经济发展史中，９７％的人类财富是在最近０．０１％的历史阶

段 （即最后的２５０年）被创造出来的。①而积累更是有限，产出增长甚至赶不上人口增

长，国民产出最终被消费殆尽，跌入马尔萨斯陷阱。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与相关史

料，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没有储蓄，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财富积累。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大体上处于传统社会之中。此后，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

囿于僵化的计划体制，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各种 “运动”，经济大起大落，

始终未能进入正常的财富增长轨道。虽然在人口多、底子薄的情况下，政府利用强制

性储蓄推进了初期的工业化发展，但总体上，财富积累是较为有限的。只是到了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国民储蓄与居民财富才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

首先看国民储蓄率 （见图２）。中国国民总储蓄率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初 的３０％
多，上升到９０年代的４０％，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经历了短暂的回落，进入２０００年以

后更是持续攀升，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基本在５０％上下。国民储蓄是财富积累的源泉，

正是相对较高的储蓄，使得国民财富积累速度大幅提高。

值得强调的是，高储蓄支撑了经济高增长，而经济高增长也为高储蓄以及较快

的财富形成创造了条件。和新中国成立后头３０年的对比可以发现，当时的平均积累

率大约在３０％左右，已经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老百姓 “节衣缩食”；而改

革开放以来，国民总储蓄率一直大大超过３０％，但却并未造成对消费的过度挤压，

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 于：１９５３—１９７６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年 均 增 长 率 为５．９％，

而改革开放４０余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１０％。

图２　中国国民储蓄率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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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埃里克·拜因霍克：《财富的起源》，俸绪娴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第１３页。



其次看居民储蓄率 （见图３）。① 中国居民部门储蓄率与国民总储蓄率在基本趋

势上是一致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前高后低，由１９９２年的３０．３％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

２５．６％，回落了５个百分点；２０００年之后，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到２０１０年达到

４４．５％，此后有所回落，２０１２年降到４２．４％。近年来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既和居民

收入与消费变化有关，也和人口老龄化有关。但从全球看，中国居民储蓄率仍然维

持在高水平，而且这一态势在短期内还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图３　中国居民储蓄率

　　　资料来源：历年资金流量表；ＷＩＮＤ数据库。

最后看居民财富。在居民储蓄处于高位情况下，居民财富的增长就顺理成章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 “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

化”②的过程。发达经济体个人财富积累已经历了数百年，而中国居民部门真正的

财富积累仅从改革开放开始。

人均居民财富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 （见图４）。１９７８年，居民人均财富

不足４００元，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 “南方谈话”后，跨过了４０００元，１９９５年突破１
万元大关，２００９年突破了１０万元，２０１２年达到１６．８万元。

图４　中国人均居民财富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ＣＮＢＳ）；ＷＩＮＤ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从人均 居 民 财 富 的 增 长 来 看，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 的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为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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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居民储蓄率＝住户部门总储蓄／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
赵人伟：《经济转型和民生》，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１０页。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的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为２５．７％，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的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１８．２％。其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人均居民财富增速为最快。２０００年以来，人均居

民财富增速有所放缓，但也接近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０余年。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居

民财富的增长堪称历史上 “前所未有”。

（三）财富增长的源泉

从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开始，对国民财富的原因及国富国穷的探讨就成为

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市场扩大、分工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是

亚当·斯密对财富增长源泉问题作出的回答。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于生产函数，指

出劳动、资本、技术三要素；并强调长期而言，知识、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

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这里想着重指出的是，中国财富增长的秘诀更应该归纳

为以下三要素：观念的解放、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建 立 以 及 融 入 全 球 化 潮 流；
而所有这些，都源于伟大的改革开放。

首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

帮后富”，这些论断，解除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光明正大地追求物质财富以及 “经济

的幸福”的观念枷锁，激发了全社会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巨大热情。可以说，没

有思想大解放，不可能有创造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双奇迹的伟大实践。

其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使得人人都能参与到创造财

富、积累财富的时代洪流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大大推动了经济

增长，为持续的财富积累提供了体制机制条件。

最 后，融 入 全 球 化 潮 流、分 享 全 球 化 红 利，为 财 富 增 长 提 供 了 新 的 驱 动 力。
“对 外 开 放 具 有 重 要 意 义，任 何 一 个 国 家 要 发 展，孤 立 起 来，闭 关 自 守 是 不 可 能

的，不 加 强 国 际 交 往，不 引 进 发 达 国 家 的 先 进 经 验、先 进 科 学 技 术 和 资 金，是

不 可 能 的。”①开放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开放让中国可以学习世界，开放竞

争也激发了中国更加奋进。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特别是加入 ＷＴＯ之后，中国经济

增长进一步提速。中国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开放，中国的快速增长也为全球作出贡献。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增量产出的贡献达到甚至超过三分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

要的引擎之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国强民富”②

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创造和积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了进一步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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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７页。
亦有作 “国富民强”。这是一种 “互文”的修辞手法，就是上下文有两个主体分用了两个



的扩大和质的跃升，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标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以全面建成小康为里程碑的脱

贫攻坚战取得圆满成功，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历史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

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

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①考察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需要大历史视角。

如图５所示，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６００年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始终处于世界平均水

平或更高。只是在那以后，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才开始下降，但相对经济总规模仍

然保持很高的水平，１８２０年中国ＧＤＰ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高达３２．９％。②此后，在

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开启现代经济增长之时，中国经济地位断崖式下跌，ＧＤＰ占世界

经济的比重和人均ＧＤ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均一路降低，直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才 中 止 了 这 一 下 降 趋 势。不 过，在 新 中 国 的 前３０年 里，从 国 际 比 较 看，

ＧＤＰ占比及人均ＧＤＰ虽已止跌，但都徘徊不前；只是到了改革开放，这两项指标

才有了大幅攀升。

从ＧＤＰ的后 发 赶 超 来 看，中 国 ＧＤＰ总 量 在１９９０年 只 排 在 世 界 第 十 位，到

１９９５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七位，到２０００年，中国超过

意大利，晋升到第六位。随后，中国又分别在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相继超过

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并于２０１０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

美国之后。

回 顾 千 年 大 历 史，中 国 传 统 社 会 的 农 耕 文 明 长 期 居 于 世 界 领 先 水 平。北 宋

时，国 家 税 收 峰 值 达 到１．６亿 贯，是 当 时 世 界 上 最 富 裕 的 国 家。③但 近 代 以 来 却

大 大 落 后 了。在 过 去 的２００年 里，中 国 经 济 总 量 占 世 界 的 地 位 经 历 了 一 次 “过

山 车”———由 盛 转 衰 再 到 崛 起 强 盛 （见 图５）。１８２０年 左 右 中 国 还 是 世 界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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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形容词或动词，但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合用的。如 “秦时明月汉时关”，要理解为秦汉

时的明月和关，而不能分开理解为秦时的明月和汉时的关。不过，我们这里用 “国强

民富”，也希望有一点不同的表达，即国家层面是突出繁荣强大，而人民层面则突出富

裕幸福。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一直到工业革命前，中国ＧＤＰ在世界总ＧＤＰ中的比重始终在２６％以上，最高的１６００
年为３４．６％，这一比例高于麦迪逊估算的１８２０年的３２．９％。参见金星晔等：《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 （公元１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经济

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参见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
第２版。



但 到１９２０年，即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前 夕，只 剩 下 社 会 经 济 的 支 离 破 碎 和 国 家 的 积

贫 积 弱；① 至１９５０年 左 右，中 国 经 济 总 量 的 世 界 占 比 跌 到 了 谷 底。经 过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特 别 是 改 革 开 放４０多 年 的 不 懈 奋 斗，到 “十 三 五”规 划 收 官 之 时，中

国 经 济 实 力、科 技 实 力、综 合 国 力 和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跃 上 了 新 的 大 台 阶，中 国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第 一 大 工 业 国、第 一 大 货 物 贸 易 国、第 一 大 外 汇 储

备 国，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超 过１００万 亿 元，占 世 界 经 济 比 重 升 至１７％，②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超 过１万 美 元。

图５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资料来源：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在 工 业 化 时 代，制 造 业 一 直 是 衡 量 一 国 强 盛 的 最 重 要 指 标；从 科 技 创 新 角

度，制 造 业 也 是 主 战 场。制 造 业 兴 衰 彰 显 国 力 之 兴 衰。如 图６所 示，在 工 业 革

命 之 前，中 国 制 造 业 产 量 占 全 球 的３０％以 上。工 业 革 命 令 英 国 异 军 突 起，其 制

造 业 规 模 最 高 时 占 全 球 的２０％以 上。２０世 纪 初，美 国 和 德 国 向 英 国 发 起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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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 理 解１９２０年 左 右 中 国 的 “积 贫 积 弱”，基 于 麦 迪 逊 历 史 统 计 数 据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ｒｕｇ．ｎｌ／ｇｇｄｃ／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ｌａｎｇ＝ｅｎ），１９１３ 年，中 国

ＧＤＰ占全球份额为８．８３％，占人均ＧＤＰ全球平均的３６．２３％。同期，美国占全球产出

份额１８．９３％，占人均ＧＤＰ全球平均的３４７．７２％。
这 是 按 现 价 美 元 估 算。如 果 以ＰＰＰ衡 量，则 比 重 会 有 所 上 升。根 据 世 界 银 行 测 算，
中 国２０１７年ＰＰＰ为４．１８４，也 就 是 说１美 元 与４．１８４元 人 民 币 的 购 买 力 相 当，同

期 汇 率 为１美 元 兑 换６．７６元 人 民 币。中 国２０１７年ＧＤＰ为８２．１万 亿 元 人 民 币 （未

按 照 中 国 第 四 次 全 国 经 济 普 查 结 果 修 订 后 的 数 据 进 行 更 新），经 ＰＰＰ转 换 后 为

１９．６万 亿 美 元，占１７６个 国 际 比 较 项 目 （ＩＣＰ）参 与 经 济 体 经 济 总 量 的１６．４％，
相 当 于 美 国 的１００．５％，居 世 界 第 一 位。与 之 对 照，按 汇 率 法 计 算，中 国２０１７年

ＧＤＰ为１２．１万 亿 美 元，占 世 界 的１５．２％，相 当 于 美 国 的６２．２％，居 世 界 第 二 位。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２１）



最 终 美 国 胜 出，其 制 造 业 规 模 最 高 时 达 到 全 球 的４０％以 上。二 战 后，日 本 和 德

国 开 始 挑 战 美 国，日 本 的 制 造 业 份 额 一 度 赶 上 了 美 国。２１世 纪 以 来，中 国 制 造

业 再 度 辉 煌；进 入 新 时 代，中 国 制 造 业 份 额 已 经 超 过 了 美 国，目 前 占 全 球 的

２７％。虽 然 中 国 制 造 业 大 而 不 强、原 始 创 新 不 足 且 容 易 被 “卡 脖 子”是 不 可 否

认 的 “短 板”，但 从 大 历 史 视 角 展 现 的 中 国 制 造 业 崛 起 并 成 为 全 球 第 一 制 造 业 大

国，仍 可 视 为 国 力 显 著 增 强 的 标 志。

图６　主要国家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 （１７５０—２０１９）

　　　资料来源：Ｐａｕｌ　Ｂａｉｒｏ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ｒｓ　ｆｒｏｍ　１７５０ｔｏ　１９８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１，ｎｏ．２，１９８３，ｐｐ．２６９－３３３；世界银行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二）流量赶超让位于存量赶超：财富视角

长期以来，经济赶超一般都是以经济总量 （一般由ＧＤＰ来衡量）作为主要 依

据。但财富相比于ＧＤＰ，在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特别是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方面无疑更

具有代表性。因此，基于２１世纪以来近２０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可以深

入分析新时代的财富赶超。

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我国ＧＤＰ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０万亿，攀升到２０１９年接近１００
万亿；而国 民 财 富 存 量 （即 社 会 净 财 富）① 则 由２０００年 的 不 到３９万 亿，攀 升 到

２０１９年的６７５．５万亿。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名义ＧＤＰ的复合 年 均 增 速 为１２．８％，

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均增速为１６．２％。财富增速快于名义ＧＤＰ增速，更快于实际

ＧＤＰ增速。由于ＧＤＰ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

“流量赶超”已经让位于 “存量赶超”。

图７进一步显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财富存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并且，中国财富存量超过了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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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净财富＝全社会总资产－全社会总负债。



图７　社会净财富的国际比较 （２０１８）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ＣＮＢＳ）；各国统计部门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数据。

中美财富存量的比较，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存量赶超的理解：在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１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中国ＧＤＰ与美国ＧＤＰ之比一直高于中国财富

与美国财富之比；但２００９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逆转，中国财富与美国财富之比就

一直高于中国ＧＤＰ与美国ＧＤＰ之比 （见图８）。

图８　中美ＧＤＰ与财富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ＣＮＢＳ）；美国官方公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

中国的财富存量比ＧＤＰ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似乎有违直觉。因为一直以来，对

中国经济 增 长 质 量 的 质 疑，包 括 ＧＤＰ中 的 水 分，都 会 得 出 中 国 的 财 富 增 长 要 比

ＧＤＰ增长更慢。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财富积累速度如此之快，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高储蓄，二是估值效应。首先，中国具有相对更高的储蓄率。中国的国民总储

蓄率长期保持在４０％—５０％之间，２０１８年达４４．６％；而美国的总储蓄率不及中国

的一半，２０１８年仅为１８．６％。其 余 各 主 要 经 济 体 储 蓄 率 大 体 处 于３０％以 下 水 平。

储蓄率决定了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资本积累速度的差异。近２０年来，中国的

资本形成率年平均为４０％左右，也就是说，总产出中有将近四成比例通过投资形成

了财富积累，而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则大多用于消费，新增资本积累的比例较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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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说，中国是以相对多的积累和相对少的消费为代价获得了较快的财富增长。

其次是估值效应。估值效应除了一般的资产价格波动、折旧等，还包括汇率波 动。

近２０年来，股市波动以及房价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估算效应，但这显然不是

解释中美财富增长差异的主因，因为它们同样会影响到美国的财富变化。综合来看，

汇率因素在中美 财 富 比 较 中 更 显 重 要。２００５年７月 汇 改 以 来，直 到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０年间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较大幅度升值，这是造成中国财富与美国财富之比较快上

升的重要因素。汇率变化并非完全外生的扰动因素，长期而言，汇率变化也是一国

实力的反映。一段时期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本身即体现出中国国力的上升。

（三）全面建成小康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如果说前述分析更多是从 “国 强”角 度 展 开，那 么 接 下 来 则 聚 焦 于 “民 富”。

实际上，前文在讨论居民 财 富 环 节 已 对 “民 富”问 题 多 有 涉 猎，这 里 主 要 谈 “共

同富裕”。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

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到２０２０年底，现行标准下９８９９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８３２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１２．８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① 区域性整体贫

困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７．７亿农村贫困人口摆

脱贫困；按照世 界 银 行 国 际 贫 困 标 准，中 国 减 贫 人 口 占 同 期 全 球 减 贫 人 口７０％以

上。中国提前１０年实现 《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

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

成果，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

而且在世界发展史上，都堪称奇迹。

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同志早年

提出 “经济的幸福”，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 “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

的强”；② 邓小平同志提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同志强调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

政治问题”，③ 共 同 富 裕 是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特 征，并 提 出２０３５年 远 景 目 标 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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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全面小康》，《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９
日，第１０版。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９５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白皮书认为，国民党所以失败，就是因为

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①

审视当下，共同富 裕 是 一 项 现 实 而 紧 迫 的 任 务。展 望 未 来，共 同 富 裕 构 成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质的 飞 跃”和 “更 高 阶 段”的 基 本 内 核。从 解 决 温 饱 到 全 面 小

康再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 史 性 跨 越。这 一 历 史 性 跨 越，与 新 发 展 阶 段 要 求、第 二

个百年目标 高 度 契 合；在 “日 益 接 近 质 的 飞 跃 的 量 的 积 累 和 发 展 变 化 的 过 程”

中，② 共同富裕将是 “质的飞跃”的一个最显著标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

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③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 “更高阶段”

的内涵中，对于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应有更加明确的要求，共同富裕必将处于更加重

要的位置。

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中央提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

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

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

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④ 当前，社会上

对 “三次分配”⑤ 给予高度关注，而对相关前置条件却把握不够。事实上，推进共

同富裕需要立足四方面：（１）立足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始终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坚持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承认按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促进

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２）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３）立足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要体现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发展。高质量发展蕴含着共同富裕的内容。

“富裕”在先，“共同”在后，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

逻辑。（４）立足循序渐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坚持循

序渐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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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人民

日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８日，第１版。
参见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２０２１年

第９期。
参见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２０２１年

第９期。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８日，第１版。
指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不是仅指第三次分配。



总结与展望

回顾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百年历

程，有以下四方面的总结和展望。

第一，独立自主的探索是求得后发赶超和国强民富的关键要诀。独立自主首先

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 “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

注定与富强无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站起来是富

起来、强起来的先决条件，新中国成立为求富求强奠定了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执

政之初，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中国摆脱美苏两

个超级大国的施压、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的成功正在于坚持了

独立自主的探索。独立自主并 不 意 味 着 自 我 封 闭，事 实 上 中 国 在 不 断 地 扩 大 开 放；

但只有在自主前提下扩大开放，才不至于被外部洪流所击垮，才能在中流击水中更

加强大。新的征程上，将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针对强国的扼制

和 “卡脖子”，党中央提出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独立自主成为立足新发展阶段、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遵循，更展现出新时代的发展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种

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①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蕴含求富求强的价值旨归。百年来中国人民的

求富求强，经历了认识上的演进与升 华。富 强 最 初 局 限 于 国 家 层 面 即 国 家 富 强，②

逐步演进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双重含义。之后，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的内涵都

在不断丰富与拓展。从国家强盛角度，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

涵从富强、民主、文明，不断拓展到和谐、美丽；③ 从人民富裕角度，目标从让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再拓展到不仅是人民物质生活富裕，还有

精神生活富裕，④ 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２１世纪中叶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生活更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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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二○一三年一月五日），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十 八 大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上），北 京：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８页。
比如最早提出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是 在

中共七大。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六

届六中全会提出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

提出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人民共同富裕是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参见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２０期。



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①这一表述充分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富 强 观，是 对 求 富 求 强 目 标 最 为 全 面 的 概 括。在 这 里，

富强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要件，为之奠定了最重要的特质基础，而且

广义而言，富强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是

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没有国家强盛，就不可能有人民富裕美好的生活。“历史告诉

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 好，

大家才会好。”② 另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③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有力体现。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在理论上鲜明提出、

在思想上明确要求、在实践中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强盛归根到

底要落实到人民富裕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社会发展

的最终决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是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密切相

连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新民主主义

革命推翻了 “三座大山”，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清了障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新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破除传统体制的束缚，极大解

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④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

出：“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

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

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⑥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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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６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０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９２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８５页。



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正确道路。”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

步，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依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

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从

毛泽东提出走符合自己国情的 “中国工业化道路”到党的十二大提出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命题，从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到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延伸和

拓展。“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

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

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②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责任编辑：梁　华〕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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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１３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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