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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

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1 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新时代党在中国式

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分析概括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及其贡献，对于我

们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为新时代概括提出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奠定了话语基础

现代化是世界潮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或迟或早都会融入其中，否则就将被时代淘

汰。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出现了以英国等部分西欧国家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第二次

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不仅使西欧和北美完成了初步工业化，而且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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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不仅使西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完

成了初级工业向高级工业的升级，实现经济大跃升，而且使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了经济大发展。新中国就是在此时汇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

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立的战略目标。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 1 的

战略构想。1964年12月和1975年1月，周恩来又先后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表述了分两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的发展战略。不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这个战略目标未能得到很好实施。“四人

帮”被粉碎后，党中央适应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重新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召。1977

年7月，邓小平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2 。不久，“20世纪末建成四个

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相继被写入党的十一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

过的宪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从此，20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又成为党和人民共同追求的战略目标。

为了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先后派出许多代表团赴国外进

行访问考察。其中，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的是1978年5月由谷牧副总理率领的赴欧洲五国考察团。考察团根据

邓小平的指示，广泛接触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全面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状况，深切感受到

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人后来回忆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

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 3 中央政治局听了考察团的报告后，受到了非常大的触动。9

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金日成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 4 1978年10月至

1979年1月，邓小平又应邀对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国进行访问。这些多层级、大范围的访问考察使邓小平强

烈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

是缩小了，而是比之前拉得更大了。同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掀起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建设高潮，

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过于简单看待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和积极向我国投资的有利形势，忽视经济

建设客观规律，忽视中国基本国情，使本已相当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加剧。这就使邓小平更

加强烈地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搞现代化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要统筹兼

顾、量力而行。正如1981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所说：“一九七八年我们设想可以搞快一点，但我们想错了。因为

中国底子薄，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紧接着总结了经验，提出搞中国式的现代化。” 5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

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使用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表述：“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

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6 2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

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7 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

务虚会上不仅使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表述，还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中心任务、根本前提等问

题。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是要建设“小康之家” 8 。

由此可见，“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是邓小平基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以及同世界

先进水平差距巨大的具体实际，为了克服和防止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急于求成倾向，为了推动我国现代化建

设稳健发展而进行冷静深入思考后提出的。它同“中国式现代化”在指导思想和演进逻辑上具有一脉相承性，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页。

2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37页。

3  宋晓明、刘蔚：《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

4 6 7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2、496、497页。

5 《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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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独立自主的

重要原则，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二者统一于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

己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之中。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雏形，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概括提出奠定了话语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丰富和发展。

二、深刻揭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为新时代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
本质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据

邓小平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符合基本国情的现

代化和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为新时代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曾有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在搞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

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1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强调，人们都支持搞现代化建设，

“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

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2 。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一定程度上优越

于资本主义。但这种优越性如何体现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思考的日益

深入，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根据我们自己

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 他明

确表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

展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改善上。后来，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

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4 邓小平强调，我们吸收外资、发展个体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目的是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会冲击公有制主体地位。只有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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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但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

裕，存在时间和速度的差异。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推进中国现代化，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邓小平看来，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社会主义是历史和人

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国民党搞

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 6 。二是走资本主义现

代化道路会导致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可能会使不到百分之一的极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剩余的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7 。三是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会沦为西方发

达国家的附庸。邓小平强调，发达国家现在想方设法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它们所控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系。如果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在这个已被发达国家占得满满的国际市场中，我们想打进去都很不容

易，更不用说发展，即使“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 8 。

（二）中国现代化是符合基本国情的现代化

邓小平反复强调，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来都不能取得成功。“过

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

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9 他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介绍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时指出，中国在现代

化建设中无论取得成功还是犯错误，原因都在于是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表示，有的做法在中国行得通，

1 4 5 6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111、364、62、311页。

2 7 《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67、468页。

3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29页。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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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9、28页。

3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4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2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在他们那里就不一定能行得通。每个国家都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从实际出发推进中国现代化，主要是从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

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 1 邓小平指出，底子薄就不能

讲排场、摆富样子，更不能像苏联那样自以为是，认为什么都是自己好，勇于承认落后才能改变落后。人口多

就意味着解决任何一个人的问题都有可能牵扯到左邻右舍，处理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牵扯到百万、千万甚

至上亿的人口，这就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更大困难。

从实际出发推进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方针。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

须要有闯的和“冒”的精神，否则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同时，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又

决定着我们必须做到步子要稳、量力而行。要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速度与质量、积累与消费、经济与国防等

诸方面的关系，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统筹兼顾，更不能急于求成。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

宏伟的发展规划是有风险的，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确定了一条方针，就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总

结一步的经验，对的就贯彻下去，不妥当的就改。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2 	

（三）中国现代化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此叶剑英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

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 3 他表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应包括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主法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后来，邓小平也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既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还要培养

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三条应该成为检验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标准。 4 	

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社会。邓小平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首先要

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时，还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社会主

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

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

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5 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能全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中国现代化是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能否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决定着一个

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质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提出了人口问题，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仍保持着较高的

人口增长率。这既与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有关，也与“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有关。人口过快增长，就会

增加就业压力，也会抵消现代化建设成果。因此，邓小平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密切关联

的问题，也是一件比实现四个现代化更难办的事情” 6 ，必须“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

务” 7 。此外，邓小平还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强调城市建设要多种树、搞好绿化，开荒要非常慎重，要处理

好三废，并叮嘱“要把大庆建设成美丽的油田” 8 。后来，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化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概括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提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别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根本方向和前途命运。可见，邓

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基本内涵的认识，为新时代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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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确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
战略支撑

邓小平作出了分三步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并明确

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为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战略支撑。

（一）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邓小平为我国现代化确定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的形成，

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党和人民追求的目标。党的七大号召中国工人

阶级“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1 。1953年12月发表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

传提纲》提出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的基本任务是“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

家” 2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更是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强国。 3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四个现代化”成为党和人民奋斗的目标。1954年，周恩来提出要实现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1963年9月，邓小平在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艾地谈话时提出了“农

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 4 的完整表述，并被写入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文

化大革命”期间，“四个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个现代化”作为毛泽东和周恩来

的政治遗嘱，继续成为党和人民努力实现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至党的十二大，“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新表述。

198 0年8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

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5 。党的十二大正式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6 确立为党在

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并相继写入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

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二届

三中全会强调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国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7 。基于此，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8 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并写入党章和宪法。一直到党的十七大，“富强民主文明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同时这种表述现代化目标的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二）合理规划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步骤

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我国

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

界上的先进水平。” 9 尽管毛泽东曾在1957年提出过一个“十几年稍微好一点，二三十年更好一点，五十年勉

强像个样子，一百年就了不起” 10的百年设想，但直到60年代初我国仍未形成明确的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

20世纪60年代后，我们党逐渐形成了在20世纪内分两步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步骤。

1963年8月，邓小平指出：为了20世纪末走到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我们应先确立一个近期

目标，即争取在1970年左右初步建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 11后来，周恩来又表述了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战略步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5页。

3 11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335-336页。

4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5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69页。

6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7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8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0  参见《毛泽东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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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2 5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362、40页。

3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3页。

4 6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355页。

7 9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15、563页。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 1975年3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明确了具体时间：第

一步是到1980年，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后来，邓小平将第二步的目标确定为“小康”。

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党逐渐形成了分三步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发展战略。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后要“继续前进，逐步

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 2 。后来，邓小平又提出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后再用30年至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

家水平。 3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领导人格拉时首次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构想。 4 党的十三大

正式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确定下来，成为新时期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

（三）科学判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

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即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实现四个现代化，基

础在农业。农业搞不好，会制约现代化进程。发展农业，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邓小平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

人口众多的国家，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行，必须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发展农业，必须推进农业现代化，

实现农业机械化、工业化、专业化，因地制宜、搞多种经营。邓小平强调：“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

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 5 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废

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两个飞跃”思想。 6 	

加强能源和交通建设。邓小平指出能源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

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 7

他强调，发展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都要同解决能源问题结合起来；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煤炭和

水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特别是利用水电成本低、利润高的特点大力发展水电；要注意保护能源、节约能源。邓

小平还高度重视交通建设问题，认为交通是经济发展的起点。搞现代化建设，交通必须走在前面。

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邓小平指出：“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

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8 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技和教育着手。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

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以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 9 。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

育不行。要坚持普及、提高两条腿走路，从小学抓起、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和

业务能力，不断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分三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发展战略一以贯之，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党的十五大勾画了“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发展

蓝图，提出了新的“三步走”战略。党的十六大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将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

的内涵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跃升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并作出了分两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能源强国、交通强国、

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战略部署，从战略全局高度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作用。可见，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思想，为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战略支撑。

四、系统谋划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思路，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
创新突破提供了基本指引

邓小平建构了一个涵盖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内外环境和领导力量等方面内容的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框架，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基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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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

北、唐山和天津等地时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认为实事求是“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 1 。如果不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那么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坚持实事求是，

必须解放思想。如果不能摆脱老东西的束缚，不能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那么“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

讲去都会是空的” 2 。解放思想不仅关系现代化建设成败，而且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第二，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政策连续性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重要视角。对此，邓小

平指出，中国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不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关键看政策本身是否正确，是否得到人民的支

持。既然我们现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就一定会继续下去。“八九”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

是明确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 3 ，“基本路线要管

一百年，动摇不得” 4 。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推动工作，搞好经济工作这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核心。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不变，否则国家没有出路，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没有希望。四项基本原则是“成

套设备” 5 ，不允许动摇其中任何一项，否则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第三，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极少数人利用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之机破坏社

会秩序的违法行为，邓小平鲜明指出：“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

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 6 。80年代，面对学生闹事和政治风波，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不能

乱” 7 ，“中国头号的问题是稳定” 8 。没有稳定的内部环境，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且已经

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被破坏掉。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只

有加强民主和法制，才能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在全国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9 巩固安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10。	

第四，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我国对外政策实现了从“一条线”战略到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邓

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绝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必须长期坚持不结盟、永不当头、永不称霸的方针，积极推

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同时，必须正确处理政党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一

个党充当老子党对外国兄弟党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是行不通的。各国的事情必须由各国的党和人民自己去探

索和解决，各国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是否正确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判断。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上述思想，进一

步提出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处理党际关系。

第五，锻造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我们多次讲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11坚持党的领导，必

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纪律建设和以密切联系群众为

核心的作风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尤其要认真

选好接班人。邓小平反复强调，选好接班人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的问题、组织

路线第一位的问题” 12，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13。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心任务，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提出一系

列原创性思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实现了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深刻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1 2 6 12 13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8、320、435-436、539、528页。

3 4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370-371、286页。

5 8 9 10 《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61、604、42-43、449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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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新的创新突破提供了根本遵循。

五、深入阐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为新时代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落后农业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还是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来说，都是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邓小平认为，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促进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新时代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提供了思想资源。

第一，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渐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邓小平强调，“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

没有应有的地位” 1 。在他看来，能否实现现代化，不仅决定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而且决定着祖国能

否完全统一，决定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必

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认为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2 。他相信“中国人民

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 3 。

第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面临

的一项艰巨任务。毛泽东曾深刻论述过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重大问题，并且强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

斗争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4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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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他认为只有加快实现现代化，才能更有力量地同破坏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作斗争，

才能使广大民众更加认同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为人类进步事业做更大贡献。“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

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 7 近代以前，中国曾为世界发展和

人类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近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国力不断衰弱，对人类的贡献也逐渐变小。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然而，“文化

大革命”十年内乱，又使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只有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特别是21世

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后，我国才会对人类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邓小平认为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使我们这个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摆脱了贫困，二是中国的发展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8 	

第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现代化建设经验。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不

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可以向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 9 。比

如，发展中国家搞现代化建设，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10 特别是邓小平反复提醒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搞

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一定要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目标计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作了丰富的阐释。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

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

式的新图景，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

1 2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279、225页。

3 《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4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5 7 《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40、325页。

8 9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33、333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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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蕴含的独特思想观念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提供了全新选择。实践证

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我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

必由之路。当我国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

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伟大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创造性提出“中

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为新时代概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奠定了话语基础；深刻揭示中国现代化的

基本内涵，为新时代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据；科学确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战略，为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战略支撑；系统谋划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思路，为新时代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基本指引；深入阐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为新时代我们

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提供了思想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大胆探索、守正创

新，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责任编辑   王建国］

Deng Xiaoping's Explorat ion and Theoret ical Contribut ion to Chinese Modernizat ion

He Qigang

Abstract: Ch inese moder n izat ion is  a  major  ach ievement of  the long- te r m pract ice and explorat ion of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people. Deng Xiaoping, as the core of the second generat ion of the cent ral leadership 
of  t he  CPC a nd  t he  ch ief  de s ig ne r  of  r efo r m a nd  op e n i ng  up  a nd  so c ia l i s t  mode r n i z a t ion ,  ha s  a c t ive ly 
explored and made a signif icant cont r ibut ion to Chinese modernizat ion.It is mainly ref lected in the fol lowing 
f ive  a spec t s:  Fi r s t ly,  he  c rea t ively  put  for wa rd t he  major  p roposi t ion  of  "Ch i nese - s t yle  mode r n i za t ion", 
wh ich la id  t he d iscou r se fou ndat ion for  t he new e ra  to  su m mar i ze and put  for ward the t heor y of Ch i nese 
moder nizat ion. Secondly, he profoundly revealed that China's moder nizat ion is a social ist  moder nizat ion, a 
moder n izat ion that confor ms to the basic nat ional condit ions,  and a moder n izat ion that develops in an al l-
round and coord inated way, provid ing an impor tant basis for summar iz 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is t ics and 
essent ia l  requi rements of Chinese moder n izat ion in the new era .  Th i rd ly,  he scient i f ical ly deter mined the 
st rategic object ives, steps andpr ior it ies of China's moder nizat ion, providing st rategic suppor t for promot ing 
and expanding Chinese modernizat ion in the new era. Four thly, he systemat ical ly planned the overal l idea of 
promoting China's modernizat ion f rom the ideological l ine, pol it ical l i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 ronment, 
leadersh ip and other aspect s ,  prov id ing basic g u idance for the in novat ion and break th rough of the theor y 
and pract 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 ion in the new era. Fif thly, he deeply explained the great signif icance of 
Ch ina's  moder n izat ion to the Ch inese nat ion ,  the inte r nat ional  com mu nist  movement ,  the cause of  human 
prog ress ,  and the moder n izat ion of  developing cou nt r ies ,  P rov id ing ideolog ica l  resou rces for  us to bet te r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world signif ica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 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Modernization Strategy; China Program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