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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小康社会设计及其 引 申 出 来 的
“

三步 走
”

发展战 略 ， 使 中 华 民族 的伟大复 兴 第

一次有 了 明确 而切 实 的发展战略 、 目 标和 时 间 表 ， 小康社会建设使 中 华 民 族复兴 大业上 了 一个

新 台 阶
；
小康社会理论设 计是社会全面进步 的设计 ， 凸 显 了 民 族全面复兴 的 必然要求和根本 目

标 ， 有 力 地推 动 了 社会的 全面进步
；
小康社会建设 的 实 践 ， 提振 了 民族精神 ， 培 育 了 实干 兴 邦

的
一代新风 ， 为进一步推进民族复兴大业 创造 了新 的精神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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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２０ 年
，
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三步

走
”

的第二步战略 目标 。 今天 ， 如同 ２０ 世纪刚刚进入 ３ ０ 年代之时 ， 毛泽东对即

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所作出 的生动描述
一样 ， 全面小康社会就像
一

只 已经看得见桅

杆尖头的航船正向我们驶来 ， 就像一轮朝 日 快要从地面喷薄而出 ， 就像
一个婴儿

即将呱呱坠地 。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在历史上 留下来 。 有
一些今天看起来很时髦 、 很新潮的东

西 ， 不要多长时间 ， 人们就会淡忘 。 但是 ， 小康 、 小康社会 ， 不会在人们的词汇中

消失 ；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２０２０ 年 ， 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

历史
，
必将会被历史永远记载下来 ；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小康社

会建设的设计
，
必将深深地铭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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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康社会设计及其引 申 出来的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 ，使 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次有了明确而切实的发展战略 、 目 标和

时间表
，
小康社会建设使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华民族的复兴 ， 就是要改变 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落后挨打状态 ， 追赶世界

先进潮流 ， 把中 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
，
使中华民族再次进人世界先进民族之

林 。 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最大愿望 ， 许许多多先进人物为之进行了多种多样的

尝试和奋斗 ， 但是在中 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前 ， 没有人对民族复兴大业真正提出

过正确的全面的途径 ， 更没有人提出过切实的发展战略和发展 目标 。

鸦片战争 以后 ， 中 国 的一些先进分子看到了 国家落后 ， 也看到了世界现代化的

潮流 。 但是
，
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及其实践都是非常有限的 ， 他们都是想在不对封

建专制社会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条件下搞现代化 ， 当然也就不可能提出对现实有

重大突破的战略性 目标和设想。 洋务派想到的只是眼下的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 造

出 了洋枪洋炮 ， 但在 中 日 甲午战争中
一

败涂地之后 ， 便销声匿迹了 。 以康有为 、 梁

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 ， 认识到
“

世界已进人工业之世界
”

， 在推动政治改良 的同

时
， 提出
“

兴实业
”

、

“

尚工
”

， 但是 ， 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没有跳出封建主义农本

思想的藩篱 ， 也只能是对即将倾覆的封建王朝进行修补 ， 而谈不上什么长远的 目

标 。 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是中国提出现代思想的第一人 ， 他举起了振兴中华的旗

帜 ， 并主张大规模发展工商业。 到他这里 ， 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农本思想和农本

经济受到严重挑战 ， 失去了正统地位 。 但是 ， 孙中山试图在封建军阀专制下通过发

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 ， 又陷人了实业救国的空想 。 他虽

然提出 了国家发展工业的
一

些具体计划
，
但只能是技术层面的东西 ， 他也没有提出

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战略和 目标 。

真正提出 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和 目 标 ， 并真正开启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

产党 。 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 ， 成功地指导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 并

且正确 回答 、 解决了 中 国这样
一个经济 、 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进

行现代化建设的
一

系列重要问题 ， 特别是指出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工业化 ， 变

农业国为工业国 ， 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由空想变为现实。 新中国的成立 ， 为国家大

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条件 。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 毛泽东 、 周恩来在第
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
“

四个现代化
”

的 目标 ， 即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

年左右的时间打基础
，
然后用七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到 ２０ 世纪末 ， 把我国建设成为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 。
“

四个现代化
”

目标的提出 ， 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 民族复兴具有深远的

影响和意义 。 但是 ， 客观地说 ， 当时提出这一 目标特别是时间安排的客观依据是很

不足的 。 加上后来 由 于各种原因 ， 党从急于求成发展到指导思想上陷入
“

左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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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 使这一 目标的实施遭到严重挫折 。 １ ９７５ 年 ， 应党和人民的要求 ， 周恩来在

四届人大重申
“

四个现代化
”

的 目标 ， 并提出
“

两步走
”

的设想 。 即 ： 第一步在

１９ ８０ 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 ； 第二步在 ２０ 世

纪末实现
“

四个现代化
”

。 周恩来提出的设想 ， 明确现代化建设要分步骤进行 ， 反

映出党和人民对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提高了 ， 但是仍然没有改变 ２０ 年前毛

泽东作出的时间表
，
因此也就因袭了历史 留下来的难题 。

邓小平是毛泽东
“

四个现代化
”

目标决策的参与者和实施者
，
也是周恩来
“

两

步走
”

决策的参与者和实施者 ， 深知其得与失 。 长时期 以来 ， 中 国经济建设从整

体上走的是一条高速度 、 高积累 、 低效益 、 低消费的路子。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

虽然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 经济体系也建构起来了 ， 但是基础薄弱 ， 比例失调 ，

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 甚至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 邓小平清醒

地意识到 ， 到 ２０世纪末中 国要实现国际标准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 但是 ， 中 国共

产党已经向世界宣布了这一 目标 ， 党和人民也满怀希望实现这一 目标 。 邓小平凭着

自 己 的睿智和胆识 ， 在 １９７ ９ 年提出
“

中 国式的现代化
”

、 现代化的
“

中国标准
”

的概念
，
这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１〇〇〇 美元的小康 目标 。 小康 目标
，
没有改变毛

泽东作出 的时间表 ， 也没有改变周恩来提出的
“

两步走
”

的设想 。 我国在 ２０ 世纪

末基本实现了小康 ， 实现了 中国标准的现代化阶段性 目标 ， 也就是说 ， 兑现了毛泽

东 、 周恩来的诺言 ， 圆了中 国人民一个世纪的梦 ！

小康 目标的提出 ， 开辟了从中 国实际出发制定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长期战略和 目

标的广阔思路。 到 １９ ８７ 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 ， 邓小平对中国到 ２ １ 世纪中叶的发展

战略和 目标 ， 形成了成熟的思考 ，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

三步走
”

的发展战略 。 即 ：

第
一步 ，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１ ９８０ 年翻一番 ，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 这个 目标当

时已经提前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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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世纪 中叶 ， 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 ， 基本实现现代化 。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的提出 ， 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第一次有 了 明确而切实的

发展战略 、 目标和时间表 ， 解决了２０ 世纪从孙 中山到毛泽东两代伟人没有解决好

的历史课题 。 这一战略设想 ， 把一百多年来中 国人民振兴中华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诉求紧紧结合起来 ， 把民族复兴的 目标具体化为中 国现代化发展的 目标 ， 使中华民

族真正拥有了一个可感可触的共同理想和共同 目标 。 这一战略设想 ， 提出 了中国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 １ 世纪中叶跨世纪的 ８０ 年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措施 、 步骤

等 ， 使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真正拥有了一个切切实实的发展战略和明确的时间表 。
“

三步走
”

战略设想中 ， 关键是第二步
“

小康
”

目标 ， 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承

前启后的一个战略阶段 。 进人 ２１ 世纪之后 ， 中共十六大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小康水

平现状的基础上 ， 提出 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标 ， 这就是 ： 在本世纪头 ２０ 年 ，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 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 这一 目标是对邓小平
“

三步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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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设想的丰富和发展 。 进入 ２ １ 世纪之后 ， 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世

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加快 ， 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 ， 中国的发展面临重要的

战略机遇期 。 能不能抓住 ２ １ 世纪头 ２０ 年这个战略机遇期 ， 对于中国 向第三步战略

目标迈进至关重要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的提出 ， 在中 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 将 ２ １ 世纪头 ２０ 年作为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中第二步

与第三步之间 的
一个战略发展阶段 ，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 ， 使中 国实现了经济社会一次又一次跨越式发展
，
为中 国

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二、小康社会理论设计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设计 ， 凸显了民族全面

复兴的必然要求和根本 目标 ，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民族复兴是经济 、 社会的全面复兴 。 社会全面进步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 也

是民族复兴的最终 目标 。 民族复兴的过程 ， 不单纯是一个物质财富的积累过程 ， 而

且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 近代中国历史上 ， 从洋务派到维新派认识不到这
一

点 ， 他们想在不触动社会根本制度的情况下 ， 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达到富国强军的 目

的 。 孙中山在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之后 ， 曾经对社会进步失去 了 目标 ， 希望通过发

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振兴中华的愿望。 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

的社会革命 。 毛泽东曾经概括说 ： 中国革命是要
“

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 ， 由

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 ， 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 ， 将 自 己头上的封建压迫和

官僚资本 （ 即中国的垄断资本 ） 的压迫一起掀掉 ， 并 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局面 ， 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 ， 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

。

［
１
］

毛泽东这里讲的
“

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
”

和
“

使中 国

人民来
一个大解放
”

， 无疑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民族复兴。 毛泽东这一段话 ， 不仅

揭示了革命与民族复兴的关系 ， 而且揭示了社会进步与民族复兴的关系 ， 即民族复

兴的最终 目标是社会的全面进步 。

新中 国成立后 ，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 ， 积极推进社会全

面进步 ， 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 。 但是 ， 在长时间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的问题 ， 陷入了
“

左
”

的认识 。 特别是
“

文化大革命
”

中 ， 极左思潮泛

滥
，
对人们思想造成严重的混乱 。
一个非常突 出的问题是 ， 很多人对社会进步没有

了方向感和 目标感 ， 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怎么样真正发挥优越性感到茫然 ， 再抽

象地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已经不管用 了 。 在这种情况

下 ， 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 将小康 目标发展为小康社会 ， 提出

了小康社会的理论设计 。 这个理论设计的框架是 ： 第一 ， 小康社会是
“

人民普遍

丰衣足食
， 安居乐业
”

的社会 ； 第二
，
小康社会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

发展 、 全面进步的社会 ， 即
“

不仅经济要上去 ， 社会秩序 、 社会风气也要搞好
”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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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 、 和谐稳定的社会 。 这
一

理论设计 ， 引 申
“

小康
”

这
一

传统文化概念 ， 将人们传统的社会理想同现实诉求结合起来 ， 将社会主义的基本

原则和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具体化 ， 勾勒 出一个让人们可近可亲的社会愿景图 。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设计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设计 ， 既提出 了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

目标 ， 又揭示了社会全面进步长远的发展方向 。 之后 ， 中 国共产党历届 中央领导集

体坚持这
一

目标方向 ， 丰富发展了这
一设计 。 中共十六大到十／Ｖ大 ， 都根据形势的

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 ，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 了新的 目标和要求 。 这些 目标和

要求 ， 集中体现了社会全面进步 的 目标和要求 。 中共十六大重提中华 民族伟大复

兴
，
并明确地将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 目标 ， 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中
，
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 中共十七大又明确提出推进和谐社

会建设 ， 并将社会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 。 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

社会全面进步 ， 有力地推进了民族复兴大业 。

三 、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 ，提振了 民族精神 ，培育了实干兴邦 的
一代新风 ， 为进一步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创造了新的精神条件

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 必须提振民族精神 ， 特别是不断增强民族 自尊心和 自

信心 。 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争先 、 不甘落后 、 自 强不息的 民族 ， 近代以来追赶先进

潮流 、 振兴中华成为全 民族的雄心壮志 。 这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精神条

件。 新中国的成立 ，
一扫旧 的精神积弊 ， 中 国人首先是从精神上完全
“

站起来

了
”

，
被长期压抑的民族 自尊心和 自信心空前表现出来 。 毛泽东曾在开国前夕以诗

的语言说 ：
“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 自 己 的手里 ， 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

样 ， 以 自 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

。

［
２
］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二十几年里 ， 中国共产党
一方面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奋斗 ，

奋发图强
，
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
另
一方面
，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期之

后
， 盲 目地提出
“

赶英超美
”

， 陷入脱离实际 ， 违背客观规律 ， 盲 目地追求高速

度 、 高指标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的错误 。 到 ７０ 年代 中期
“

文化大革

命
”

结束时 ， 我国国 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人十分困难的境地 ， 人民群众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 ， 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陷入悲观 ，
“

四个现代化
”

的 目标

似乎越来越远。 在这个时候 ， 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纠正错误 ， 开辟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 并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 目标 ， 这就是小康社会 目标

和
“

三步走
”

的发展战略目标 。

小康社会 目标和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 目标 ， 是要求成番成倍增长 、 跨越式发

展的战略目标 ， 是一个体现中华民族追赶先进潮流雄心壮志的战略 目标。 这一战略

目标 ， 要求用总共一百年的时间实现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多年或者一百多年

才实现的 目标 。 这
一战略 目标的提出 ， 在当时使处在困境中的党和人民看到了国家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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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新的希望 ， 振奋了精神 。

小康社会 目标和
“

三步走
”

战略发展 目标 ， 又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的战略 目标 ， 是要求党和人民脚踏实地 、 埋头苦干的战略 目标。 这一战略 目标立足

中国 国情 ， 把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作为第
一

步 ， 找准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和现

实基础 。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开始的 ， 然而中 国

就是中国 ， 中国只能从这里出发 。 这一战略目标 ， 是依据中国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和

实际发展情况逐步形成确定的 ， 它所规定 的经济增长指标是经过严密测算确定的 。

因此
，
这一战略目标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不可移易性 ， 它要求党和人民必须脚踏实

地 、 埋头苦干 。 １ ９９２ 年 ， 已处在暮年的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后继者说 ：
“

如果

从建国起 ， 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 那就很了不起 ！ 从现

在起到下世纪中叶
，
将是很要紧的时期
，
我们要埋头苦干 。 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 ，

责任大啊 ！
”
［
３ ］

三十多年来 ， 邓小平小康社会设计和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 ， 使我

国现代化建设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 ， 使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小康社

会建设的辉煌成就和成功实践 ， 极大地提振了 民族精神 ， 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 自

尊心和 自信心 ， 培育了实干兴邦的一代新风 ， 为进
一

步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创造了新

的精神条件 。 中华 民族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 目标一致 、 万众
一

心
，
人民群众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空前的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 。 因此 ， 完全可以说 ， 现在我们

迎来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的 目标 ，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 、 有能力实现这
一

目标。

〔参考文献 〕

〔
１
〕 毛 泽 东 ？ 将 革 命 进 行 到 底 〔 Ｃ 〕 ／／毛 译 东 选 集 ： 第 ４ 卷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１
： １３７５ ．

〔
２
〕 毛泽 东 ？ 在新政治 协商会议筹备会上 的 讲话 〔 Ｃ 〕 ／／毛 泽东选集 ： 第 ４ 卷 ．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１ ：１４６７ ．

〔 ３ 〕 邓小平 ． 在武 昌 、 深圳 、 珠海 、 上海 等地 的 谈 话要 点 〔 Ｃ 〕 ／／邓 小平 文选 ：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９９ ３ ：３８３ ．

（ 责任编辑 廖子夏 郭 丹 ）

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