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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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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 了邓小平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目标 、动力等理论和江泽民现代化的新 目标构想、体制创新、新举措 等，从而 

论证了江泽民提 出的新观点、新决策是对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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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lfis paper expounds Deng Xiaoping’S theory on the orientation．objectives and motivation of Ctfina’S modernization，and also 

discusses Jiang Zemin’S conception on the new aims for modernization，the consequent innovations in social systems and some new measure— 

ments to take． rl~ough S1．1ch discussion and analysis．it reveals that the new ideas and new decisions by Jiang Zemin have enriched and devel— 

oped Deng Xiaoping’S theory o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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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是人类伟大的革命性变革 ，是世界历史 

的潮流。邓小平 在毛泽东初步探索现代化的基础 

上 ，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立了现代化理论。 

(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 “社会主 义现代化 ” 

xgd,平现代化理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实现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他多次指出：“现在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不 

是搞别的现代化。”又说：“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 中国抛弃了社会主义 ，就 

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邓小平指出：“如果我 

们不坚持社会主义 ，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 

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邓小平 

特别强凋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保证作 

用。认为从社会主义本质看 ，其最终 目的是实现共 

同富裕 ，为此必须 “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 

两极分化”。显然 ，私有制及其功利原则 、个体原则 

不能实现这个根本要求。可见，邓小平现代化理论 

的本质内容是 ：社会主义需要现代化 ，这样才会有活 

力；现代化又离不开社会主义，这样才有丑 确方向和 

保证。 

(二 )中国式的现代化 目标是 “全 面的现 代化” 

全面的现代化 ，指我国是经济、政治和精神文明 

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旨在建设一个富强、民主 、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Xg]J,平肯定并继承了毛泽 

东、周恩来关于“四化”内涵必要性、重要性的理论成 

果 ，同时认为，中国现代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单 

纯意义上的经济现代化，而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 

济和技术落后面貌 ，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 

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 目前落后的生 

产力 ，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 

筑 ，⋯⋯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经济 的需要”。换言之 ， 

“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都要综合 

平衡 ，不能单打一。”} J一句话 ，中国的现代化是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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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社会进步 ，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并 

举 ，并与三大目标 ，即富强、民主、文明相统一。它们 

形成 了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总体构想。显 

然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完成工业 

化、城市化的常规发展，但又不仅仅只是具有经济学 

意义上的“经济”变迁，而且要 同时实现具有普遍的 

社会性和革命 意义的社会与政治变迁 ，尤其是人的 

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是改革开放和科技 

邓小平对现代化动力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突出 

了“综合动力”论 ，即改革开放 和科技对现代化 的合 

力效应。他说 ：“改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加上我们 

的政治，威力就大多 了。”l J后来又提 出“科教兴国” 

战略和技术创新思想。 

改革 ：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 

平 的改革思想 ，起源较早 。“文革”结束后 ，拨乱反 

正，邓小平就及时提 出了改革的课题 。他指出：“如 

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 

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并提出了改革的三个著名论 

断：“改革是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 

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我完善和 自我发 

展”。特别是提出了划时代性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邓 

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为深化改革开放开 

辟 了正确的道路。改革成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 

的、直接的动力。正是改革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大大 

加快了。 

开放 ：在于充分利用全人类 的文明成果。在邓 

小平看来 ，开放不仅是发展条件，也是发展动力。开 

放是为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 造的一切文 明成 

果 。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 J他说：“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 

对外开放 ，对内改革。” J邓小平高瞻远瞩 ，把发展问 

题、开放问题提高到关系全人类前途命运的战略高 

度，论述了开放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确立了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成为我国的一项基 

本国策。特别是邓小平总结 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 

行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 ，并根据我国的实际创造性 

地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 

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 

套本领的战略设想。与改革一样 ，开放也是促进经 

济发展 、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科技 ：是现代化的直接路径。在现代化的进程 

中，既要抓住“解放生产力”之体制的决定性动力 ，还 

要抓住 “发展生产力”之科技直接性推动力 。如果 

说 ，体制改革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巨大反 

作用，那么科技则是生产力内部相互作用诸要素中 

的决定性要素，尤其在新技术革命兴起 、知识经济来 

临的时代，发展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已上升到各国“立 

国、富国、强国”的战略基础地位 。邓小平提 出了三 

个著名论断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 

要能上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 ]这就为现代化指 出了一条直接 

路径 ，循着这条路径向前走 ，就能逐步逼近现代化。 

邓小平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拓展 了 
一 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开创 了“第二次革命”，为 

中国现代化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活力，从而深刻地改 

变了当代 中国的历史进程，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 

重大成 功。 

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现代化 

理论的新发展 

(一)确立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 ，丰富发 

展 了初 级阶段 理论 

十五大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目标，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 ，怎样建设这 

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提出了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经济 、政治、文化的基本 目标和基本政策，构 

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基本纲领所 

概括的基本 目标 、基本政策更加明确、更加成熟、更 

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 ，更能深刻反 

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它为新世 

纪现代化建设确立了全面的内容、目标和方 向，并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我 

们党的历次纲领中都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是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 

江泽民就初级阶段的主要 矛盾是 “人 民 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了 

阐述。这里的“社会生产”与以前的“社会生产力”之 

间的区别是 ：社会生产既包括物质生产又包括精神 

生产，而社会生产力则无后一层意思。江泽 民的新 

提法更准确 、更全面地界定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主要矛盾，更符合物质和精神文明共 同进步 ，经济与 

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 

(二)丰富和发展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在 以公有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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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江泽民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加 以发展，尤其是十五大报告进一步 

指出：“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 

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 ，主要体现在控制力 

上”。在“十五”计划中，党中央提出“要适应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要求 ，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要 

为各类企业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l j十五大报 

告还提出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 ，这是经济体 

制改革方面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江泽民通过股分制 

的作用来说明股分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这是继 

论述市场经济可为社会主义所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的又一发展。 

(三)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十五大报告在提出新世纪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同 

时，就全面阐述 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 

用 ，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这是 

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邓小平 

理论是实现第三步战略 目标的旗帜、精神动力和灵 

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 

旗帜，并深刻总结 20世纪 9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新的实践经验 ，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使这一 

理论成为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 、党的建 

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四)确立新世纪上半叶现代化建设 的“三步走” 

战略 蓝 图 

邓小平计划的新时期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的 

第三步需要 50年时间，要分解实施。为此，十五大 

的设计是：新世纪的第一个 l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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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裕，形 

成比较完 善 的社会 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个 10 

年 ，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 ，各项制 

度更加完善 ；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 

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国家。新战 

略 目标显然是对邓小平设计 的第三步战略的继承和 

展开 ，是一种创新。 

(五)确立一系列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举措 

从十四届五 中全会起 ，以江泽为首 的党中央面 

向新世纪 ，先后探索和制定 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战略举措。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是这方面 

成果的集中汇集。《建议》所涉及的十六个方面都是 

研究和解决实施新世纪现代化建设 的重大战略性、 

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其中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战 

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城镇化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 

“走出去”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依法治国 

方略和以德治国方略等，具有长远的意义。它反应 

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刻和成熟。 

(六)确立“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党的现代 

化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建党 80周年的“7·1”讲话 中，就 

“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 、中国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三个代表”思想和“如何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 

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 的建设” r J等重大理 

论问题进行 了深刻论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是江泽民同志站在历史高度 ，在科学总结建党 80年 

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 回答了把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全面推 向 21世纪 的关键 问 

题 ，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三个代表”的实 

质就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 ，它是党在新世纪加强 自 

身现代化的基本方针 ，是党率领全国人 民完成新世 

纪现代化三步走战略 目标 ，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综上所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提出的现代化的新观点 、新决策，完全是江泽民同志 

在新形势下解决现代化问题的思想产物，这是对邓 

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创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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