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之路的探索和即将完成，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实践社

会主义和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创新性发展， 是人类反贫困斗争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伟大胜

利。 站在 “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

伟大历史进程，探索和总结这一伟大进程所蕴涵的价值准则和方法论指导，有利于增强我们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动力，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实践根基，有利于夯实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石， 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源

泉，有利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并围绕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构

建新的话语体系，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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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 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政治

基础和制度保障。 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始终贯穿着“人民主体性”“发展是

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准则。这一历史进程始终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矛盾分析方法、调查研究方法、系统观和整体观等科

学的方法论为指导。这些方法论保证了政策和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并在探索实现百年目标的伟大实

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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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回望

小康社会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历史唯物主义底蕴，厚植于广

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奋斗的实践之中。 中国共产党在近一百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史

和建设史中，始终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贯穿于这一

历史使命的主线。

（一）“四个现代化”思想成形并被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早在 1945 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

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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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这可以说是“四个现代化”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前

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

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2］1433。这是对即将诞生

的新中国的发展蓝图的初步构想。 1954 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提到了建设一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内容和时间表，他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而奋斗。 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

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3］329同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

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

就不能达到目的。 ”［4］这是“四个现代化”第一次出现在政府权威文件当中。 1957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

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三个现代化”：“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

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 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

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5］268之后，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在三个

现代化基础上“要加上国防现代化”［6］268。 1960 年 3 月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谈话时又一次强调，国家

建设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6］162。 至此，

毛泽东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基本形成。

1964 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郑重向全国人民宣布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任务。 他指出，要“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

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7］。 在 1975年 1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

两步来设想：第一步，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

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8］。

“四个现代化”的思想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战略目标和激发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力量。

（二）中国式现代化———“小康之家”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 1979 年 11 月，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价值准则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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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邓小平着重指出：“什

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9］234同时，邓小平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

的内涵赋予了新的内容，开始站在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的高度，将之放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的整

体结构中，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出发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战略。 1979 年 12 月，邓小平在和日本首相大

平正芳的谈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 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

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是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

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9］237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

国的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本质区别，第一次提出“小康之家”的概念。 他说：“我们

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

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9］237

1980 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反复提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之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他

说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要做三件大事，其中第三件事就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

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

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主要条

件”。 ［9］240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再一次强调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

三大任务。 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能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

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9］241。 在

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将邓小平关于“小康之家”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设想正式确认下来并写进报告

中：“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

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

二万八千亿元左右。 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

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

以达到小康水平。 ”［1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开始从更长远的视角考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

现步骤。 1984 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

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

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7 年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邓小平在“两

步走”战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

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11］251这一设想在党的

十三大报告中被正式确定下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

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

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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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小康之家”或“小康水平”主要以经济发展水平（GDP 或人均 GDP）为标准，抓住了当时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符合中国经济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客观实际。 目前我们已经

顺利完成了阶段性战略目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但“小康水平”这个提法随着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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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也越益显现出其时代局限性，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

不断丰富拓展其内涵。

（三）“总体小康”的实现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已经如期走完“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 但那时“达到的

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13］。 因此，党的十六大后我国开启了实施第三步

战略的大幕，即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进一步明确和发展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

内涵———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

殷实。 “小康社会”的内涵从以经济指标为主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层面，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被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纳

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中，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使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齐头并进。 2005 年 2 月，胡锦涛同志指出：“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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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局出发提出的

一项重大任务。 ”［14］274“四位一体”的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正式确立和系统论述。 报告指出：

“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和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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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4］627

这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赋予了新的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四）第一个百年目标进入决胜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两个百年目标”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来的，这是“两个百年目标”第一次出现

在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 是对现代化战略———“三步走” 战略中第三步战略在时间轴上的具体规

定：“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

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

济更加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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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彼时的提法是“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第一个百年目标正

式出现在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则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 ”［14］627党的十七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 2012

年胡锦涛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当中，这一重要思想

后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以确认。 这一时期，虽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法在党的中央文件中

已经出现，但当时我们党更加注重实践上的具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大会主题并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决心和胆魄。 党的十九大更是坚定地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绝不留退路，要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

史检验”。 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勠力探索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由最初的“四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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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发展为更全面、更丰富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战略目标更加具体：“紧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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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的攻坚战。 ”［15］战略安排从过去的“三步走”战略发展为新的“两步走”战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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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价值遵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胜战

略或冲刺战略，又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奠基战略，是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战略。 虽然“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首次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是在党的十七大，得以正式确立是在党的十八大，但审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所蕴含的价值准则却不能将其放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短时段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而

应该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量。 近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

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人民的幸福和富

裕，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科学发展、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等作为制定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战略的价值准则。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民主体性原则

“人民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即历史活动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

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内涵虽具有历史动态性，但其核心要义基本上是稳定的，即

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绝大多数成员，其主体和稳定部分是广大劳动人民。 中国共

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历史

使命。 近一百年来，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历代领导人始终坚守“人

民主体性”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下赋予“人民主体性”新的

内涵。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者和实践者，他关于“人民主体性”的思想集中体

现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031这一科学论断中，不变的价值追求就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

统一的战争被称为人民战争，他亲自缔造的军队被称为人民军队，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

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的地方叫人民大会堂，维护公共安全的部队叫人民警察，法院叫人民法院，连医院

都叫人民医院……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深深地打上人民的印迹。 依靠人民，人民利益

高于一切，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正因为“人民主体性”得到最彻底、最充

分的践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邓小平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的“人民主体性”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

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1］110这个重要命题上。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三

步走”战略把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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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1］372作为判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标准，其本质就是“人

民主体性”的具体体现。

江泽民同志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

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

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6］2。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

民的利益”［16］279，“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16］280，“党的一切工作， 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16］280。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三步走”战略顺利实现了前两步的预期目标，并为第三步战略奠定了

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同时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攻坚阶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进入新千年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创立了以

“全面、协调、可持续”为核心内涵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主体性”思想。 他指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 要始终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4］人民的利益也由当代人延伸到未来人，从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延展到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从历史和现实

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广阔视野出发，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旗帜鲜明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体现了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规律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对“人民主体性”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

气魄，体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和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指出：“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7］共享发展———全民共享、全面共享、

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是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性”思想的集中体现，“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是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性”判定标准的生动表达。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立场

在发展问题上，中国既有落后被挨打的血的教训，也有高速发展、国富民强的伟绩。 “发展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基础”是我们党自始至终坚守的基本立场。 自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因发展水

平低、发展质量不高而饱受外敌一轮又一轮的洗劫和掠夺。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百多年的屈辱史留

给每个炎黄子孙最惨痛的教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因不断发展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不到一

百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 未来，中国也必将因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可持

续的发展而走向伟大复兴。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名文章中指出：“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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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 这就是说，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18］663

根据这个论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两步走的设想：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

义的革命。 1945 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谈到“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这个问题时，再次强

调，要“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1029。新

中国成立后，这一宏伟目标被具体化为“四个现代化”战略和中国经济社会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国家

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根本命运，为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1］11，“要一心一意搞建设”［11］10。 因为只有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才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才能逐步消灭贫穷，才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

要，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并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此，邓小平提出了通过“改革开放”“建立和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战略。 这两大战略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四十多年的探索、实践、丰富和发展，使中华民族完成了从“站起来”向“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八大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

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19］623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强国。要建设一个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最终依靠的是发展。 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社会

以及生态文明也要同步发展。 经济发展是基础，政治发展是保障，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发展是目的。

科学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结晶， 是对人类发展观的重大贡献，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20］8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审视国际国内发展大势， 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规

律，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扎实推进各项战略规划，绵密布局打赢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为

的是确保第一个百年目标圆满收官，兑现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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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奠定经得

起历史检验的雄厚基础。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开放原则

回首新中国建立七十余年的风雨历程，有许多令全体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重要历史阶段、重大

事件和重大成就。 这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成就无一不在反复证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仅仅是中国

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更是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也是中国人

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始终不能丢弃的宝贵精神。 1958 年毛泽东在给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

划要点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

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5］380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中国正在苏联的援助下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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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工业化进程，一切都似乎顺风顺水，但毛泽东还是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提出，要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并以此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条

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适用，即“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1960 年苏联决定撤走全部援华专

家，带走全部图纸资料，停止供应我国经济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直接导致 250 余个项

目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工业化进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963

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起苏联撤走专家、 撕毁合同时说了一段生动而深刻的

话：“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

题。”［5］338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上我们曾经领先西方世界上千年。近现代以来中国逐渐沦落为一个半

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饱受帝国主义掠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中国人民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 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存在，只不过有时候尖锐，有时候缓和，在不同历

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 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条件下，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

利益，一旦出现尖锐的利益冲突，背信弃义就是必然的结果。 美国把遏制中国发展作为其国家的长期

战略，其本质就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表现形式。 为达目的，美国无所不用其极，长期采

用宣扬“中国威胁论”、禁止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动用国家力量围剿中国高科技企业等行为抹黑和

阻碍中国发展。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才能行稳致远。 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层出不穷的各种不确

定性叠加，导致我们必然面对高风险的发展环境。 我们不应排斥利用外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会，但

是我们也绝不能把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历史关口的希望押注在外援上。 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

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贯彻得越彻底，中国的发展就越有底气，反之则不能不看别人

的脸色，被别人卡脖子。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

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

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要增强‘四个自信’，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

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

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这些重要论断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的新发展。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和谐共生原则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是对立统一的，经济发展只有尊重

并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获得永续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和不竭的源泉。 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

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22］128“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

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

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 ”［22］161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

互关系。 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和其他各地的居民以及阿

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对生存环境的破坏性使用，再到现代西方世界著名的“八大环境公害”等，无一

不是人类过度利用自然生态环境的恶果。 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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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

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22］1559

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方面走弯路。

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但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方面也积存了很多问题，存

在明显的短板。 马克思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

系的。 这些自然条件都可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 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

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域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

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 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3］586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

我国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发展阶段。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强

烈。 鉴于此，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命题，为我们推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

供了行动指南。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

难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力度，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方法论价值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正是在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总结和梳理我们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有利于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基

础，保证战略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正确性和有效性，避免我们走弯路、走邪路、走僵化的老路。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方法。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

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24］305。 毛泽东将辩证法的根本原则———矛盾法则归结为如下问题：两种宇宙观，

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

矛盾中的地位［24］3229。 基于辩证法的这些根本法则，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主要矛盾分析方法，这一方

法不仅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也始终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客观地映射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为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

实践目标的确立和完成提供了实践根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

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25］134。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

深刻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

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6］293这一科学判断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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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生产关系确立以后迅速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客观要求。 正是因

为准确把握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才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深刻总结过去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作了更为规范的表述：“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 ”［25］168这一提法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之中。对社会主

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决定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把工作重心向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论断，这一科学论断对未来中国将具有

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提出标志着随着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我国

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生产与需要总量上的矛盾将不复存在，而结构性

矛盾必然凸显出来。 人民的需要层次、质量、内容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

迫切和强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和更丰富的精神文化

生活。 虽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发展质量依然不高、发展效率依然比较低、发展的公平性依然较低、发展的可

持续能力依然比较弱，这些就是发展不充分的体现。 所以要一以贯之地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引导中国

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必然要跨越的历史关口。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加伟大的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从方法论意义上

讲，注重系统的从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纽带和

桥梁。 如果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钥匙，那

么调查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 1925 年和 1927 年毛泽东分别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

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文章，直接奠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

权”这一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 1930 年毛泽东还写过一篇著名文章《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

中，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

分娩’。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24］110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思想：“我

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

头在里面。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

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4］11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社会经济调查，是为

了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

况”等著名论断都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步入独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

路，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除了经典作家的一些论断外，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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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方法始终贯穿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毛泽东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直接就调查研究作过批示

或发表过讲话，比如“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6］1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6］234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6］252。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践行调查研究的杰作，成为指导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还把做好调查研究上升到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对党的各

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我们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常常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主

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

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6］323。 注重调查研

究，在实践中探索真理，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

传统，也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方法论基础。

大家所熟知的“南方谈话”是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期间邓小平同志在武汉、深圳、珠

海、上海等地考察时发表的系列讲话。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很多决定中国改

革开放发展的重要论断都是在这次考察中提出来的。 比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

力”“三个有利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 这就是调查研究方法的巨大威力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209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近 8 亿贫困人口。经过四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

的扶贫减贫，到 2019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减至 551 万。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党的十

八大以后，习近平多次到贫困地区调研，形成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方略，以六个精准———

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为依托，

找准病兆，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9000 余万，贫困发生

率降至 0.6%。巨大的成就以科学决策为基础，科学的决策以准确、系统、全面的信息为支撑。正如习近

平指出的那样，“不了解农村，不了解贫困地区，不了解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

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国。 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多到农村去，多到贫困地区去，了

解真实情况”［20］210。注重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

法，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科学性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法论基础。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整体观

系统观和整体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始终贯穿于实现第

一个百年目标的全过程。 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条件、面对的国内国际环境，将

“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概括为“四个现代化”，在方法论层面上则把实现现代化

归结为要处理好十大关系。 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开始独立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

性理论文献，这篇文献不仅是调查研究方法的典范之作，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 中国的社会主

义事业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构成，例如国民经济子系统（重工业、轻

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内地工业）、国防子系统、人口子系统（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治子系统（党与非

党、中央与地方、革命与反革命）、国际关系子系统（中国和外国）等，体现了系统元素思想；十大关系

映射了系统结构思想，例如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反映了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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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反映了生产力空间结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反映了经济

建设与保障经济安全能力的结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反映了一定生产力条件

下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反映了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

关系，等等。 十大关系“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

事业服务”［5］23，体现了系统目标或系统功能的思想；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矛盾是运动的，是可以转

化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 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反动势

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国际上，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5］23。 这体现了系统

演化的思想。 《论十大关系》从系统观、整体观视角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谋篇布局，其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是深远的。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具体化为“小康之家”，在方法论意义上强调“两手都要

抓，两手都要硬”。 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

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 ……与此同时，还要

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国

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11］26这一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

整体性和战略性谋划。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构想，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将第一个百年目标明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内涵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

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把“小康社会”的内涵从以经济指标为主拓展

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在擘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蓝图上体现得

更加充分和彻底。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根本宗旨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全面体现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协调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结构和系统关系之中，可持

续体现在当代人之间、 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都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方

面，因而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具有静态意义上的系统观，而且是具有动态意义上的系统观。 科学发展观

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既体现了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协调性，又体现了系统的结构关系———城乡

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个人

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之

间等各种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和攻坚阶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

立足于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为第二个百年目标擘画了清晰的路线图，其以两个百年目标为主

轴，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和决策。 “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集中体现， 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

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四个全面”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整体。 全面建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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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为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基础性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

保障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作用的稳定剂。 “四个全面”体现了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动力、实

现目标的战略举措、实现目标的战略保障以及党的领导之间的辩证统一。

四、结论

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第一步，也是

最关键的一步，同时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重要阶

梯。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 “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战略目标和激发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力量，“四个现代化”战略的扎实推进

促使新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

础。 “小康之家”赋予了“四个现代化”思想更丰富的中国意蕴，更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四个现

代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总体小康”的实现开启了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息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吹响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冲锋号，其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和“四

个全面”，通过实施一系列战略和编织绵密的政策体系、实施“三大攻坚战”，保证了第一个百年目标

如期实现，如期兑现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2021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更是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元之年。 我们要继续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准则，在马

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借鉴中外丰富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推进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行稳致远，同时为世

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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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realizing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is also where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es.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lay a solid political found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Such value criterions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development being the
basis of addressing all problems, maintaining independent and self-reliant and maintain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go through the whole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four modernizations to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has always been guided by such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f sinicization
achievemen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contradiction analysis, survey research, and systematic
and the holistic view, which ensure the scientificity and correctness of policies and decisions, and are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explo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entury goals.
Key words： Four Modernizations,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Value Criteria, Scientific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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