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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贡献

■ 张金才

[ 摘 要 ]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

价取得的重大成果。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探索与贡献。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使之更加切实可感；二是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后来进一步明确和不断完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战略步骤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为正确和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向

和遵循。这些既是对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和重要思想的丰

富和发展，也对后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 关键词 ] 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小康；三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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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

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

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

果”［1］，并分四个历史时期回顾了我们党领导

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

一步推向前进。本文拟围绕邓小平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探索与贡献进行具体研究和探讨。

一、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

涵，使之更加切实可感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

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1964 年 12

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

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宣布“要

［1］《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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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

水平”［2］。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和战略设想，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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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成为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响亮号角，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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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他从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以及与西方国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423 页。　

［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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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出发，遵循实

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重

大命题和“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用“小康”

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内涵。2015 年 10 月 29 日，习近

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

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到 20

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这个目标在

上世纪末如期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

水平。”［1］这是对邓小平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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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中国式的四

个现代化”的命题。邓小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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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主要从中国与西方国

家技术水平存在差距的角度来说明这样提法的

原因。他指出：“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

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

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

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

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像的还要困难些。”［2］

两天后，即 3 月 2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的提法简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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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邓小平再次强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技术水平存

在的差距，并从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诠释了这

个新名词的内涵。此后，“中国式的现代化”

的提法被广泛运用。

［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 年第 1 期。　

［2］《邓小平年谱》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496 页。　

［3］《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497 页。　

此后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对“中国式的四

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两个提法

并没有作严格区分，而是交替使用。比如 1979

年 4 月 17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

史系教授何炳棣时又使用了“中国式的四个现

代化”的提法。他指出：“当前我们调整经济计划，

主要是想把我国经济发展搞得稳一点、快一点。

我们要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4］不过他使

用较多的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提法。

“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

代化”这两个提法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内涵

一致。一方面是突出中国特色。1979 年 3 月 30 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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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

的特点出发”，并对人口多、底子薄这两个重

要特点作了阐释。［5］另一方面，是对“四个现

代化”内涵和标准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1979

年 10 月 4 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

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他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

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

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

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6］

1979 年 12 月 6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

大平正芳，回答他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

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

提出了“小康”的概念。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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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用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表明了中国与西方国

家的差距，说明了“小康之家”的具体内涵。

这里的“小康”，其实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

［4］《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506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63、164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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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的现代化”。他说：“到本世纪末，中国

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

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

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

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

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

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

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从此，中国式现代

化在 20 世纪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小康”，原来

的到 20 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

进一步明确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2］。

具体标准原来定位为到 20 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 1000 美元，后来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又

把这一标准放在争取达到 800 美元的水平上。

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和“小康”

的目标，是邓小平对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当时与西方国

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进行清醒认识

和深入思考的结果，这符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

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充分考

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体现了

他尊重实际、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小康”

目标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

涵，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切合中国实际，更加

看得见、摸得着，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这是邓小平为探索和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后

来进一步明确和不断完善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战略步骤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

周恩来等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战

略部署，逐步形成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为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明确和不断完善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步骤奠定了重要基础。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7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54 页。

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步骤安排的总体设

计，经历了从“两步走”到“三步走”的探索

和实践过程。最初，他主要是着眼到 20 世纪末“在

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行规划

和部署，并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1980 年 1 月 16 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

部会议上，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小康目标的战

略设想。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

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

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于我们的建设

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

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

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

靠，就真正有希望。”［3］1981 年 4 月 14 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对分两步走实现小

康 目 标 的 设 想 作 了 更 为 完 整 具 体 的 表 述。 他

说：“一九七九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在本世

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

过。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

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

美元。”［4］

1982 年 9 月， 党 的 十 二 大 正 式 将 邓 小 平

的这一战略设想确定为我国的发展战略。大会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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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

加到二○○○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为

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

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

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

期。”［5］

在作出分两步走实现小康目标战略部署的

同时，邓小平已把目光投向 21 世纪，开始酝酿

中国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并最终形成了分三步

［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41 页。　

［4］《邓小平年谱》第 5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0 页。　

［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11-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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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

战略构想。

1982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

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提出在小康的基础上，“再

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的目标。他说：“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

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

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

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

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

达国家的水平。”［1］

1983 年 2 月，邓小平南下苏杭，调研小康

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一路上看到的情况，让他

感觉“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2］。1984 年 10

月 1 日，在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

话中，邓小平庄严宣告：“党的十二大提出，

到二○○○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

一九八○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

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3］此后，邓小平

开始更多地谈论第三步战略目标，而且目标越

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1987 年 4 月 30 日，邓

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阐述了完整的“三

步走”的发展战略。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

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

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

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

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

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

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

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

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

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

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

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4］

半年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指出：“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

［1］《邓小平年谱》第 5 卷，第 140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4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0 页。　

［4］《邓小平年谱》第 5 卷，第 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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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达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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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引领和推动下，

我国逐渐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 20 世纪末，我国

先后胜利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和第二步目标。到 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89404 亿元［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

两番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

到小康水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

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

里程碑。第二步目标的顺利实现，为迈向第三

步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鉴于在 20 世纪末“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

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党的

十六大提出要在 21 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会”［7］。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8］。这

实际上是把邓小平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第三步目标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时

间上也将本世纪头 50 年分成了前 20 年和后 30

年两个阶段。党的十九大立足“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又将从 2020 年到 21 世

纪中叶这 30 年细化为两个阶段，作出“两个

［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6］ 参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54—755 页。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8］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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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的新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将邓小平提

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 15 年，同时

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

标。党的二十大重申了十九大关于分两步走的

战略安排，并在十九大基础上对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进一步科学谋划和部署安

排。

由上可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党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战略部署和步骤安排经历了一个日趋明晰和不

断完善的过程。在这其中，邓小平提出的“三

步走”发展战略起了基础性作用。这是邓小平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探索和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为正确和

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向和遵循

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实践，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

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

重要原则。

一是坚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

和方向。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

向不动摇，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

条基本原则。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

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85 年 3 月 25 日，他

在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时指出：“从我们制定

战略目标起，就把我们的建设叫作社会主义四

个现代化。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

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1］同年 8 月 28 日，

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

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

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

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

代化’。”［2］1990 年 4 月 7 日，他在会见泰国

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的谈话中，更加明确

地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

［1］《邓小平年谱》第 5 卷，第 333 页。　

［2］《邓小平年谱》第 5 卷，第 367 页。　

的四个现代化。”［3］这些谈话明确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正

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走共同富裕

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坚

持共同富裕，才能使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惠及全

体人民，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才能正确

处理社会各群体、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保

持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社会主义性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对此，邓

小平有过许多论述。1985 年 3 月 7 日，邓小平

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搞社

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

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

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

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

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

化”。［4］5 月 20 日，他再次指出：“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中

国 要 搞 现 代 化 …… 绝 不 能 走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道

路”。［5］9 月 10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

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进一步强调：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

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遵循两条最

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

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6］这些谈话

都明确强调了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对于保证中

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意义，为我国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三是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物质富足、

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要求。物质

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在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邓小平

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7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0-111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3 页。

［6］《邓小平年谱》第 5 卷，第 373-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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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必须坚持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他

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

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

文明”［2］；“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

还不高，……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来解决”［3］；“我们现在搞两个文

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4］。

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一方面，必须毫不

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邓小

平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

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

个根本环节不放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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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另一方面，必须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传承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

引领和精神支撑。1982 年 2 月 25 日，邓小平在

会见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时指出：“我们要提

倡精神文明，在这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要

教育我们的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

纪律，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

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7］8 月 10 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

等人时说：“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重要保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是正确的，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世

界上腐朽的东西、中国老的东西重新出现，而

且已经出现。没有理想，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不行，精神面貌可以直接影响物质。”［8］这种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50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7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1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56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4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50 页。　

［7］《邓小平年谱》第 5 卷，第 100 页。　

［8］《邓小平年谱》第 5 卷，第 136 页。　

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通盘考虑，全面

地综合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对中

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是发展的

条件，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在领导和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邓小平正确分析国际形势，

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9］

的重要判断，领导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

邓小平从战略高度阐明，中国对外政策的立足

点就是要通过谋求世界和平为现代化建设争取

良好的国际环境。1984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在

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明确指出：“中国对

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

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

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1985

年 4 月 15 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同样指出：“我

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

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

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另一方面，

邓小平又明确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

级大国，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

世界。1978 年 5 月 7 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

斯加客人时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

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

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

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

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11］同年 10

月 25 日，他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

招待会上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现在不称霸，

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也决不称霸。”［12］这些论述既是对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郑重宣誓，也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综上分析可知，在我们党探索、开创和推

［9］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4 页。　

［10］《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7 页。　

［1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12 页。　

［12］《邓小平年谱》第 4 卷，第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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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出了

重要贡献。他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

题和“小康”的目标，擘画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围绕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等问题提

出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既是对改革开放前毛泽

东、周恩来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的丰富和发展，也对后来

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探索和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

上，不断取得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

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

要继续坚持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正确道路，使之进一步在认识上深化、

战略上完善、实践上丰富，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作者张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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