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七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问题一

邓小平理论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是什么？问题二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什么？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包哪些?问题三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四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什么？问题一



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做了
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
看的讲话》，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重要意义。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
章程》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把党在新时期的思想
路线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邓小平理论贯穿着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问题二 邓小平理论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邓小平理论回答的首
要的基本问题是：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理想：

l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

l《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上
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

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现实：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我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已近三十个年头了，但在经济、

科技、文化等方面依然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 1978年 1949年

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 1.8% 2.5%

国内生产总值 3645亿 123亿

人均国民总收入 190美元 23美元

镜头一



镜头二



镜头三



邓小平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
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
八七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
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
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1978年
中国现状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

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

了总结性概括：“社会主

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

注意！

一是必须抛弃“穷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

二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

三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



问题三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包哪些?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理
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
国的最大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和主要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和主要
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
展战略

三步走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过渡时期 高级阶段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理论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



过渡阶段

社会主义：
“完全的社会主义”
“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
“发达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2.列宁对共产主义阶段划分理论的探索



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思考

第一阶段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
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
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
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
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
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第二阶段

共产主义阶段



现实依据

“十多亿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用手工工具搞饭吃”

“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一百年的工业，

同时存在”

“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

“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

还占人口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



80年代的中国城市
镜头一



80年
代
的
中
国
农
村

镜头二



•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

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

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

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

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

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

际来制定规划。”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考



两
层
含
义

第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
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
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
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
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
阶段



三
个
本
质
属
性

第一，社会主义阶段的初始性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不可跨越性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
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
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
定阶段。”

特别注意！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二）党的基本路线



4.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根本立足点

1.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

2.“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最主要内容）——基本途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

3.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二）党的基本路线



（三）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四）“三步走”战略



新“三步走”发展目标：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五大提出21世纪中国社会
发展的“三步走”发展目标：

第三步，到21
世纪中叶，新
中国成立一百
年时，基本实
现现代化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
的社会主义国
家。

21世纪第一个10年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比2000年翻一番，
使人民的小康生活
更加富裕，形成比
较完善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再经过十年的努
力，到建党一百
年时，使国民经
济更加发展，各
项制度更加完善



十七大，十八大作了“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的部署：

到建党100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
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
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
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



2020年 2035年 21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雄厚的
经济基础

党的十九大



（五）改革开放理论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要点有：

Ø 一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划分
社会制度的标志，计划经济不等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
主义；

Ø 二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对经济活
动的调节各有优势和长处，社会主义实行
市场经济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Ø 三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
有制度属性，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从而
表现出不同的性质。



（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手
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
文明，“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这是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
方针。



（八）“一国两制”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
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
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的共同愿望。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
的主流。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国家的统一作为
自己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面对港
澳台地区尚未统一的问题，邓小平
指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
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
度’。”



（九）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没有中国共产
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中国这样一
个大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
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都要靠党的领导。为
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
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



问题四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篇之作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3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

邓小平理论
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