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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由来和发展〔* 〕

○ 唐洲雁
(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与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是相互对应的两

个范畴，二者具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其中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目标是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

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从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到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再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也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再推进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随着“两步走”的

工业化发展战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中国梦发展战

略的逐步实施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统筹推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将如期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也必将如期

实现。
〔关键词〕总目标; 总布局; 五位一体; 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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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搞清楚党

中央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由来和发展，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牢牢把握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总布局和总任务。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总布局就是“五位一体”，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总布局的安排，为的就是

规划蓝图，实现总目标、总任务。因此，我们要搞清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由来和发展，首先就必须搞

清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以及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和任务

所制定的发展战略。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由来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着如何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改变为一个强

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主题，先后提出了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样几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

的总目标、总任务。与此相对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也在实践中

不断得到展开和推进。
( 一) 从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

工业化是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形式。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

泽东就提出过要为中国的工业化而斗争的战略任务。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

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

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设想是用大约 10 到 15 年的时间，进行工业化的建

设，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1953 年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

线，即把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主体。在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宣部关于总路线学

习和宣传提纲中，提出基本的任务是改变国家的经济状况，由贫困落后的农业国，

究会会长等学术团体职务; 在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知名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博导。长期从事毛泽东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史党建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完成过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般

项目、委托项目和重大招标项目在内的多项国家级课题。曾主编 4 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共 13 册)

《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等书籍 10 余部; 参加《毛泽东年谱》( “文革”部分) 的撰写; 出版《邓小平

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发展》《毛泽东的美国观》《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部署》《伟大工程与伟大梦想》

《毛泽东的中国梦》《毛泽东与中国道路》《毛泽东的成功之道》《全面深化改革“面面观”》等著作; 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近 200 篇; 担任

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文献片《新中国》《旗帜》《辉煌 60 年》《科学发展铸辉煌》等撰稿。相关作品荣获

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和政府出版奖等奖项。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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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这个提纲还首次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农
业、国防和交通运输等“四化”任务。这个任务后来写进了周恩来 1954 年 9 月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964 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

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

主义强国。从此，实现四个现代化，正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
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出，突出强调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

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工业化

目标，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等多层面的综合性目标，因此从总

体上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比实现工业化的提法要更加全面，也更加具体。
当然，用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取代工业化，并不是说从此就不用再实现工业

化。实际上，只要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提法就永远不会过时。即使

在今天，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仍然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十八大提出要走

“新四化”(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同步的道路，道

理就在这里。
( 二) 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新

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继续高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旗帜，坚持四

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初，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心一意

地搞四个现代化”，并认为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围绕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开始进一

步地思考，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为了摸索这条道路，邓小平强调要对中国的国情进行重新认识，从理论上讲

清楚我们目前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要求“一

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正是立足于中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至少需要 100 年时间这个客观现实，人们很快感受到了四

个现代化这一奋斗目标的局限性，即对现代化的理解仍然比较狭窄，只涉及到经

济、文化的层面而未涉及到政治、社会的层面，只涉及到物质文明的层面而未涉

及到思想和体制的层面，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没

有考虑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齐头并进和协调发展。因此，从十三大以后，四个现

代化的概念开始逐步淡出人们的记忆。
放弃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历史的原

因。早在 1979 年建国 30 周年的时候，叶剑英就在国庆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说的

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的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

为限。他认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3〕。
邓小平后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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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4〕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

议》在继续强调四化建设乃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的同时，提

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从而首次把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纳入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之中。十二大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

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5〕十三大正

是在此基础上使用了“富强、民主、文明”这样的概念，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宏伟目标，从而正式取代了

过去一直使用过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法。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出，不仅是着眼于人民物

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而且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

方面的统一，反映了整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共同进步的特征。因此，相对于过去提

出的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来说，它是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现代化奋斗目

标。
从十四大到十六大，党中央都坚持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这一奋斗目标的提法。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

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

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

础上，逐步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维，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我们

党不懈奋斗的目标”〔6〕，并把它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在此

基础上，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7〕。
从单一的工业化，到多方面的四个现代化，从“富强民主文明”，到“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伟目

标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换言之，即是越来越符合当

代中国的具体实际。
( 三) 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到实现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坚持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的提法，明确提

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8〕，并

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纳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
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明确提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召。中国梦的本质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它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基本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的奋

斗目标，而且是近代以来几代人、十几代人的苦苦追求。它是无数中国人的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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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是所有炎黄

子孙的共同心声。
所谓中国梦，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种中国式表达，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实现

现代化的伟大追求和伟大梦想。因为实现现代化不仅包含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精神实质，而且包含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说到底，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要恢复到历史上哪一个曾经鼎盛的朝代，而是要实现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孜孜以求的现代化目标。因此可以说，现代化不仅仅是世界

的，而且也是中国的，是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梦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

现代化乃是中国梦的一种世界性表达; 换言之，中国梦是现代化的一种中国式表

达。惟其如此，中国梦才能够真正与世界梦相通相连。世界上不存在偏离现代

化主航道的任何人类梦想，只是它们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不同、过程不同、特点不

同。而中国梦的本质，说白了，就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实现中国梦，就是

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正是为了实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现代化强国目标和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这个战略部署，既包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战略目标、“两个一百年”的战略步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等等; 也包括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实现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一系列现代化; 还包括为了实现五千

年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为了使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有机对接，提出了“交流互鉴”
“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既秉持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伟大梦想，又继承了我们党的历代领

导集体探索现代化建设总目标、总布局的思想成果; 不仅对接了当今世界现代化

的潮流，而且引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程。在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

正确引领下，我们一定能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与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是相互对应的

两个范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不断明确和深化，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思路也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展开。
(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提出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

重要性，明确提出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1982 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推

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但这不是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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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就是“两位一体”。因为十二大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由此可见，建设高度的社会

主义民主，也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必须三者兼顾。这说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从一开始就是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

民主在内的“三位一体”，而非“两位一体”。
不过在十二大前后，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党中央，都还没有明确提出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这个概念，更没有提出“三位一体”的概念。党的文

献中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布局”这一概念，应该是在 1986 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

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

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

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9〕

尽管十二届六中全会并没有直接使用“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但这次会议关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提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三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正在逐步形成。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对奋斗目标和总体布局的深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

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并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从经济、政
治和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标志着我们党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已经有所深化。
1991 年，江泽民同志在全面总结建党 70 年来中国现代化追求与探索的历

程时，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三个概念，

并用这三个概念对“富强、民主、文明”的基本目标作了进一步阐释和说明。此

后，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三者并

列，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进一步深化了“富强、民主、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内涵，拓展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

五大强调:“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

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

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10〕从而明确地把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奋斗目标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直接

挂起钩来。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与富强民

主文明的现代化奋斗目标，是两个相互对应的范畴，它们之间互为补充，互相说

明。江泽民同志正是在这种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纲领的科学概念。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

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

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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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纲领实际上是介乎于总目标、总任务和总布局中间的一个过渡性的概

念。十五大提出的基本纲领，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三个方面，既是基本目

标和基本政策的统一，也是总体布局的具体体现。它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现代

化建设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的认识，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追求的

现代化奋斗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分解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

的目标，使这些方面的具体目标和基本政策互相配套、互相关联，让人看得见、摸
得着，使得富强、民主、文明的总体目标从目标变成了纲领，从理论变成了政策，

从口号变成了实践，避免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提出的目标过高、过大、过空，脱离

中国的具体实际，缺乏相关的实施策略，最终变成空洞文字或空头口号的命运。
( 三)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发展新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起点。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发

展的全局出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

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

懈奋斗的目标”，从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进一步拓

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2002 年，十六大报告首次把“社会更加和谐”纳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

伟蓝图，提出新世纪前 20 年要建设更加全面的小康社会，其目标是“经济更加

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

加殷实”〔12〕。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

力，而且把它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

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并列提出来，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
2005 年 2 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提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属于“社会建设”，并把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并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过去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四

位一体”。他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13〕在党的文献

中，虽然“总体布局”一词早在 1986 年就提出来了，但明确提出“三位一体”“四

位一体”这样的概念，并认为这个总体布局已经由“三位一体”发展到“四位一

体”，这还是第一次。
2007 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奋斗目标和总体布局紧密结合起来，强调要按

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目标，即要“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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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4〕。根据这一思想，党中央对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作出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

的基本纲领”〔15〕。这个基本纲领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作了全面部署，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

代化奋斗目标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
把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强调“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共

同服务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补充和完善，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

拓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其中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政治建设为

社会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

设为三者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这一总体布局，决定了我们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而且要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 四) 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
党的十七大在把“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写入党章修正案的同时，还首次提出

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任务，并把它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2008 年 9 月，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这标志着“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总体布局正在酝酿形成。
2012 年召开的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总体布局，使这一布局从“四位一体”又推进到了“五位一体”，这是对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它不仅丰富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

体布局的认识，而且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总任务的认识。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

强调“五位一体”，共同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这不仅

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补充和完善，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总体布局的新丰富、新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筹推进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

把它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强调要用五大发展

理念来引领五大建设，不断开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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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次公开讲话与文章中，提到“五位一体”及其全称总共超过 30 次。他对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总目标、总任务的战略步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架构，

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紧密相连，是战略层面的宏观设计与安

排，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因此，我们要想搞清楚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由来和发展，还必须搞清楚我们党在实践中为实现总目标、总任务所采

取的战略步骤。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围绕实现现代化总目标、总任务和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步

骤，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这个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 一) “两步走”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设想是用大约 10 到 15 年的时间，实现工

业化。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当时提出的战略设想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

内，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1956 年，随着三大改造任务的迅速完成，宣告了过渡时期的结束。应该说，

这为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左”倾急躁情绪开始冒头，接连犯下了“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的严重错误，使得在 15 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化为泡影。
经受了一系列的挫折，新中国领导人开始进行深刻地反思。1962 年初，在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深有感触地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

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 100 年的

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6〕1964 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三届人大提出了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届人大还提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设想: 第一步，用 15 年的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农业机械化; 第二步，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然而，由于随后发生的长达

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这一“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

开，即告夭折。
( 二)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继续坚持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同时，开始

对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具体步骤进行深入的思考。到 1987 年，他终于规划出了

一个清晰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蓝图，即第一步，到 1990 年代末实

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

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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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

化。随后召开的十三大确认了他的这一战略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一个积极

而又切实的重大决策，体现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辩证统一，适应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事物发展从量

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

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鉴于到 20 世纪末，我国即将提前实现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较 1980 年翻两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现实，十五大

明确提出了跨世纪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步骤是，到 21 世纪第一

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再经

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得到更大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

善; 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国家。无疑，这是对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谱写了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篇章，到 2011 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从 10 万亿元到 30 万

亿元、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的历史新跨越。与此相对应，我

们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性

成就。
( 三) “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

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

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无疑，“两个一百年”发展战略，是对江泽民“新三步

走”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

斗目标，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阶段性目标，经过

3 年来的努力，到 2015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67． 67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

位。在此基础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决胜全面小康，确保在 2020 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从实践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是分阶段进行的，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是它的初步目标，或者说是“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还必须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为实现“第二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从现在起到 2050 年，在未来 30 多年的历史

新征程中，只要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

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五大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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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强国必将如期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壮志豪情和坚定自信。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还是江泽民的“新三步

走”发展战略，抑或是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发展战略，都只是规划到

了 2050 年。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快 40 年过去了，我们的新战略仍然只规划到

2050 年吗? 205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还有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任务?

还有没有第三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还有没有第三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所有这样一些问题，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都一定会摆在我们的面前。为此，作

者曾经撰文〔17〕认为: 实现中国梦也需要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就是: 到

2080 年改革开放一百周年前后，全面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真

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论联合政府》( 1945 年 4 月 24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

社，1991 年，第 1081 页。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52 页。

〔3〕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9 年。

〔4〕《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1980 年 1 月16 日)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50 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上册) ，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476 页。

〔6〕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 年，第124 页。

〔7〕〔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

日报》2007 年 10 月 25 日。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的重要资料选编》( 下) ，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173 页。

〔10〕〔1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

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8 － 19、20 页。

〔12〕胡锦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2003 年 10 月 14 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

( 第四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215 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3 － 14

页。

〔14〕〔15〕《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24 日。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2 页。

〔17〕《实现中国梦也需要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一文，见唐洲雁: 《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部

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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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yout of Five － in －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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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

Abstract : The general layou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eneral goa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is the corresponding two categories，which has a
close internal relationship — the layout aims“five － in － one”and the general goal aims the realiza-
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ccompanying w ith the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anging from the realiz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our mod-
ernization，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state w ith“four modernizatio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sperous，democratic，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modern country，then to attain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naiss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general layou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also expanded from“three in one”( economic，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four in one”( economic，political，cultur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is advancing a new
leap of“five in one”( Economic，political，cultur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 Together w ith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two step”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dustriali-
zation，the“three step”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basic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the“two one
hundred year”－ Chinese dream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five in one”，a prosperous，strong，democratic，civilized，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socialist modern
powerful country is bound to show in front of the world． Thus the great dream of the Chinese na-
tion’s rejuvenation w ill also be realized as schedu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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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ministrative reform needs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becaus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ither can be taken as a goal of the admin-
istrative reform，or a means of the reform．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reform，the problem of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technology is emphasiz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al efficiency，while the problem
of structure is neglected． The structural problem which focus on the legitimacy of power，the boundaries
of power and the execution of power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coming reform． Also the means and
strategy of structural reform should be well consider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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