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

思想历程探析*

◎ 王 冲 陈士勇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建设一直致力于社会改革和革新。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社会改革思想既继承前人，

又不断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五位一体”战略的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总体布局逐

渐明晰，这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而且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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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懈努力与实践探索中

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科学道路，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成就，不仅深刻地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更实

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本文

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社会

改革思想，回顾了中国社会改革走过的艰难历程，以

期对未来的改革发展有借鉴意义。

一、邓小平对社会改革的理论探索

中国社会改革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探索开始起

步: 一方面是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另一

方面是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在我们面临的

具体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过程中，也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

后的情况下，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经济

建设，告别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历史

转折时期的成功大会。此次会议坚持以实事求是为

指导思想，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政

治路线和发展道路确定下来。这一路线把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提高生产力

水平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而且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之路，沿着这条发展道

路，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不断延续和拓展

发展的涵义，调整改革的步伐，深化改革发展之路，

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之后全面

展开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①邓

小平同时指出:“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

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

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②是否有利于

经济建设，是否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已上升到社会主

义根本任务的战略高度。在此基础上，著名的“三

个是否有利于”原则得以形成并作为一种指导方略

迅速广泛的传播，逐渐成为检验改革是否有效的真

理性标准之一。1987 年，党的十三大强调社会主义

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时隔五年，邓小平

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了更加深

刻的阐释。在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中，建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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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发展

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 被 确 定 下 来。由 此 可 见，

“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实现了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显著提高。”①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

的，中国要从文革遭到破坏的经济中走出来，赶超世

界发展的脚步，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

改变阶级斗争的战略思维，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

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

二、江泽民对社会改革的理论探索

随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社会改

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也日趋成熟起来。在这之后的一个历史阶段

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更加深

刻地认知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

道路，明确了我们所要努力实现的基本目标与所要

沿用推广的基本政策，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2000 年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

“三个代表”的要求。同年 5 月，江泽民在上海主持

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在讲话中进

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

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② 江泽民在 2001 年纪

念建党 80 周年的大会上，全面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思想，随后

又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明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产生发展等相关重要概念，指出要想实

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要在与时俱进的

同时，紧抓党的先进性教育，时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根本，科学执政、为民执政。
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

发展，同时也暴露出人们对此准备不足，在发展中出

现了新的问题，例如人们的精神生活与飞速发展的

经济生活并不能同步，因此这一时期对社会改革的思

想更加注重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特别是精神方面，

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两手抓，但是经济的飞速

进步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远远落后于经济的进步，因此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加强文化建设，强调中国共产

党应该始终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实践证

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大发展中，更加重视精

神文明建设，使精神生活跟上物质发展的脚步。

三、胡锦涛对社会改革的理论探索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大后走

上前台，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

发展与时代的进步日益多元复杂。面对如此局面，

中国共产党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伟大旗帜，努力发展中国社会改革的良好局面，创

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

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2005 年，在

北京召开的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讨班上，胡锦涛明确指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及相关理念是基于我国经济水平迅速

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提

出的。其中三位一体向四位一体的转变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与新发展。党的十六大第一

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要奋斗目标，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胜利召

开，会议明确了要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

要问题，明确了社会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党的十七

大在新形势下对建设小康社会有了新的要求与目

标，创造性地提出了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

位一体”宏观布局总体上提高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

要求，中国社会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逐步过渡。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指出: “全面

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

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

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③ 党的十八大报告确定了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把生态文明上升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之一，以

此为基础，提出“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努力走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不仅拓展和完善了中

国社会改革的发展目标，而且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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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美丽中国，努力

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这一时期发展不再单纯指经济发展，社会改革

思想也不是单一的经济进步或文化进步，更多的是

一种更加混合的社会改革发展概念，是社会生活和

经济建设的共同进步，也是政治文明的长足进展，更

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发展期。这

一系列关于社会改革的理论的形成，不仅是中国共

产党人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而且也进一步丰富

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这意味着中国共产

党驾驭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成熟，

特别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确定，表明中国共产党

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能力有显著的提升。

四、习近平对社会改革的理论探索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了中国梦这一

伟大概念。习近平在 2012 年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时提出: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

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

的共同期盼”。① 2013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在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了

中国梦的具体内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就 是 要 实 现 国 家 富 强、民 族 振 兴、人 民 幸

福”。② 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在出访俄罗斯、非
洲国家和出席亚洲博鳌论坛等讲话中又对此作了进

一步的论述，其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时对中国梦的涵义做了进一步阐释: “中国梦的基

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③

习近平站在时代高度所提出的中国梦战略思想其内

涵十分丰富多彩，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为中

国社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表明了中国

共产党对于建设以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

大国的殷切期盼; 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

党对于实现民族大繁荣与大发展，使中华民族重新

屹立于民族之林的宏伟愿望。可以说，中国梦作为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为接下来的改革

与发展明确了更长远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推进，其指导

理念与改革思想也不断进步，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科学、合理。总的来说，中国共

产党通过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

训，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社会改革发展总体布局。
具体来说，这一总体布局经历了从“两手抓”到“三

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

体”的深刻变化。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其视角已经扩展到

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蓝图，这是中国共产

党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中国探索实践认识逐渐

深刻的显著标识，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

程中的成长经历，更凸显了科学发展观的特点和本

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

的，决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各项任务做

了明确阐释。在习近平看来，全面深化改革有一个总

体目标，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同样需要这一

目标的推进，这就是要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方向绝对不能动摇，逐步完善各项制度，加快推进

社会改革发展进程，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对于社

会改革、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由经济发展到和谐社

会到生态文明的演变，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越

来越全面，由单纯的 GDP 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

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

义建设、改革，历经了多年艰辛的探索，在改革过程中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框架，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在长期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改革

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这些实践经验对于有效

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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