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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由来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非常令人鼓舞。
那 么 ， 这 个 新 征 程 是 怎 么 来 的
呢？这就要穿越时间隧道，回到
新中国成立之初了。

在 1954 年国家恢复国民经济
以后，毛泽东提出大概经过 50 年
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的设想。在 1956 年八大期间，他
还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
需要 50 年至 100 年时光。在 1962
年1月七千人大会讲话中，他继续
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
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
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
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
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实际上就
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
斗目标。随后周恩来在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
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即第
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建立
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 20 世纪末
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
在世界前列。这是我们党最早正
式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
伟蓝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
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过程中，不断思索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宏伟愿景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他的战略构想经历过三
次 变 化 。 先 是 在 1979 年 对 毛 泽
东、周恩来设想的战略步骤进行
调整，提出到 20 世纪末“达到第
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
水平”“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
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
的现代化”，这是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最低目标”，降低了原先的目
标。第二次是在 1984 年解释十二
大提出两步走发展战略的目标时
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
了 消 灭 贫 困 。 第 一 步 ， 本 世 纪
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
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
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
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
民生活比较富裕”。“翻两番，达
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
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
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
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
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
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个构想，实
际上是对毛泽东在上个世纪 60 年
代提出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
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的具体化。
应当说十九大提出的第二阶段战
略安排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这个目
标。邓小平第三次提出的战略构
想是在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
前。当时正在酝酿提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问题，邓小平对中国国
情和发展情况作了新的思考，又
降低了对 21 世纪中叶战略目标要
求，由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调整为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形成
正 式 “ 三 步 走 ” 发 展 战 略 。 他
说：我们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
水平，然后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
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
水平”。“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到一千美
元不算多，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
将超过一万亿美元。有了这个基
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
水平是有希望的”。“这就是我们
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
壮志”。“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
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
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这里讲

的具体数据，虽因美元与人民币
汇率的变化和我们国家的快速发
展已经超过，但这个“三步走”
发展战略为 21 世纪中国的发展进
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

1989 年 6 月江泽民主持中央
工 作 后 ， 在 国 内 外 形 势 十 分 复
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曲折的严
峻关头，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推向 21 世纪。以他为核心的
党中央，细化了邓小平的“三步
走”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两个
百年”的奋斗目标。鉴于十三大
已宣布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
一番，解决人民温饱的第一步目
标基本实现，党的十四大和十五
大提出：到建党100周年时，在各
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完
整 的 制 度 ， 使 国 民 经 济 更 快 发
展，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
到 21 世纪中叶建国 100 年时，基

本 实 现 现 代 化 ， 建 成 富 强 、 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
年十六大后，胡锦涛作为党的总
书记主持中央工作 10 年，提出科
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
得决定性进展，成功地将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推 进 到 新 的 发 展 阶
段。这 10 年对党的宏观发展战略
虽没作新的调整，但提出科学发
展观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轨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社
会 生 产 力 、 经 济 实 力 、 科 技 实
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均
迈上一个大台阶。2002 年到 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从 10.2 万亿元
增加到 47.3 万亿元，世界排名跃
升到第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135 美元增加到 5432 美元，增长
了 1.4 倍。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由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进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内涵要求，明确宣布到 2020
年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
几 亿 人 口 的 更 高 水 平 的 小 康 社
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
现现代化，并且由于提出了建立
和谐社会的目标，因而在邓小平
提 出 的 六 字 奋 斗 目 标 加 了 “ 和
谐”二字，要求“建成富强民主
文 明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
前的 60 多年，党的一代又一代领
导人不断绘制的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全党带领
全国人民经过艰辛奋斗取得的辉
煌成就，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又为习近平在十九大提出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战略安排，提供了历
史依据。

二、新征程两个阶段的
战略安排

十九大报告对今后的历史任
务作了全面安排。习近平首先强
调要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 任 务 ， 指 出 ： 从 现 在 到 2020
年 ， 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决 胜
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
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
项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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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
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这是党向
全国人民作了庄严承诺的，立下
了军令状的，一定要兑现。尽管
还有 4000 多万的农村人口没有脱
贫，但按照目前每年完成 1300 万
人的脱贫任务，这个目标的实现
是有把握的。习近平接着指出：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要乘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党中央综合分析国际国
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认为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
阶段来安排，每个阶段15年。

第 一 个 阶 段 ， 从 2020 年 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
党原来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
第三步即基本实现现代化，将提
前 15 年实现。这是考虑到，改革
开放近 40 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
快 发 展 ， 工 业 化 城 镇 化 快 速 推
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国家面
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以目前的基础和发展势头来看，
到 2035 年斟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是有把握的。

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
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
础上，再奋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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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奋斗目
标的八个字又加上“美丽”二字
了，因为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

要建成“美丽中国”，因而扩充成
为十个字了。到那时，我国将拥
有五个高度文明：

一是高度的物质文明，社会
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核心竞争
力名列世界前茅，经济总量和市
场规模将超过美国，建成富强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是高度的政治文明，形成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
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
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建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是高度的精神文明，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
自觉行动，国民素质显著提高，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将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建成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是高度的社会文明，城乡
居民将普遍拥有较高的收入，健

全的基本公共服务，全体人民基
本实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普遍
彰显，社会规范有序，建成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五是高度的生态文明，天蓝
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将成为
普遍常态，呈现人与自然共生新
境界，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拥有这五个高度文明，意味
着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对人
类作出更大贡献。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日将是中华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实 现 之 时 。 多 少 年
来、多少仁人志士追逐的美丽梦
想就会成真。

三、奋力谱写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十 九 大 报 告 通 篇 都 催 人 奋
进，在论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后指出：我们要坚
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新 征 程 的 壮 丽 篇
章！怎样坚忍不拔、锲而不舍，
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的壮丽篇章呢？最根本的有这样
三条：

第一，要坚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这是坚忍不拔、锲而
不舍，去奋力谱写新征程的精神
支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既是党的十九大的主线，也是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动力源。在党的十九大
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
赶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浙
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再次强调

“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
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
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
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
善作善成、一往无前”。并且，他
带领全体常委在巨幅党旗面前，
举起右拳、将入党誓词再庄严宣
誓一遍。这个宣誓出乎许多人意
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十九大
报告讲了要开启谱写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这将专
程来上海一大旧址这个中国共产
党的“产床”来宣誓，就是带领
全党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征程启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既向全党发出了号召，
同时他们自己首先践行。追逐梦
想，从这里出发了！

第二，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
平在主持起草十八大报告时就主
张一定要写上“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
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十九
大 报 告 中 ， 他 再 次 强 调 了 这 一
点。这是因为我们的前进道路不
可能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面对各
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
力、重大矛盾。从全世界发展环
境看，我们生活的地球村充满希
望，也充满挑战。国际形势处在
新的转折点上，原有的全球政治
经济均衡状态正被打破，新的均
衡尚未形成，我国的周边并不安
宁。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坚持防御性的国防
政策。但是，也决不放弃自己的
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
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从
国内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看，
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
进的转变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
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时更多更复
杂。前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
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各种社会
矛盾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
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
况，不安定的因素还不少，要折
腾和分裂我们国家乃至将战争强
加于我们头上的势力还存在。在
任何时候都要看到形势变化给我
们国家带来的风险，这就需要准
确把握形势变化，深刻理解面临
的新的历史特点中蕴藏的机遇和
挑战，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最后，要作长期艰苦奋斗的
不倦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就
骄人。但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
过程。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
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
力。他在讲中国梦时还说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
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
中 国 人 共 同 为 之 努 力 。 这 就 是
说，它是一个更伟大的愚公移山
工程。这就需要弘扬愚公移山精
神，子子孙孙持续接力，为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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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光
明日报》刊文指出：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符合当前中国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因为，
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长期采用的
数量型和速度型的发展方式，转
向质量型和效益型的发展方式。
因此，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
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
竞争力。

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分析，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尚
未完成，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
做。例如，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这样
才能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
势。又如，必须实现创新引领，
在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
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
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才符
合经济发展中供需动态平衡的格
局。再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激发
更多社会主体创新创业。还要建
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最后，农
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属于
新发展理念深化范围之内的重大
问题。

中国崛起离不开文
化支撑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主任张颐武在《经济日报》撰文
提出：从今天来看中国的未来发
展，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需要更
加有力的文化支持，也需要更多
的文化指引和激励。

近 40 年来，中国有了巨大
发展，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有了
坚实基础。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
的平台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
台的中央，成为一个全球性大
国。在这里，文化已经成为发展
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
视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
义，提出了关于文化发展的诸多
重要论述，将文化问题提到重要
位置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前
瞻性观点，为未来文化发展提供
了关键解决方案。

这需要深刻认识文化的性质
和特点，在认识文化的基础上提
出总体战略。首先，对于文化发
展的总体认识应该更加全面；其
次，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以满足
社会和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
求；再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面临着新的转型，迫切要求我
们在文化领域有新的突破；第
四，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
国的文化和价值高度，看到一个

“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意义，也需
要文化领域的新发展。

培育企业家精神比
上项目重要得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博导李义平在《经济参考报》刊
文说：企业家与市场经济相伴而
生。可以说凡是企业家能够像雨
后春笋般的诞生，并茁壮成长的
地方必定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
方。这些地方的特点是对企业家
行为的文化认同以及政府职能被
相对严格限制在它具有比较优势
的领域，且行为和管理规范，给
企业家的诞生和成长留下广阔的
空间，造就了肥田沃土。

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
须创造能够培育很多企业家和企
业家精神的社会条件。一个地区
要发展，最好的办法是培育和吸
引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直接扮演
市场主体的角色。企业家群体涌
现的地方，可以利用全中国的资
源、全世界的资源。看一看全世
界发达的国家，看一看全中国发
达的地区，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培育企业家精神和企
业家比政府直接上项目要重要得
多。

十九大报告的新思想美不胜收，新时代、新理论、新征程是“三新高照”，新征程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
新的动员令，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十九大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
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个新时代，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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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高端声音N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