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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目标模式 

的探索与贡献 

王贵书 
(天津大学 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2)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提出的经济发展“两步走”战略发展为新的“三步走”战略，把单纯的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现代化 

的 目标模式。与这一探 索过程相伴随的，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两大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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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Xiaoping’S Explor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Aim an d Model of China’S M odernization 

WANG Gui—shu 

(College ofSocial Sciences and~ eign Languages，Tianf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Even sinc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 l 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r，Deng Xiaoping．as 

the cor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car ed forward and developed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mproved the“Two—step”strategy 

to“Three—step”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Th us the simple aim and model of economic mod erniza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to the 

mod el of general modernization of economy，polities and culture，During such a process，Mr，Deng Xiaoping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Th eory of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and“Th eory of Socialist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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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 的核心是工业化 ，中国现代化 目标模 式的 

探索 ，首先是从经济发展 战略开始 的。新 中国成 立 以 

后 ，第一代 中央领 导集体 经过一个 时期 的探索 ，制定 

了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两步走”经济发展 战略。 

1964年 l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 国人 民 

郑重宣布 ：我们“要在不太长 的历史 时期 内，把我 国建 

设成 为一个 具有 现代农 业 、现 代工业 、现代 国防和现 

代科 学技术 的社会主义强 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 

平”。实现上述 战略 目标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 ，从 1966 

年开始 ，到 1980年以前 ，“用三个 五年计划的 时间 ，全 

面实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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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 20年的时间 ，即到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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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前 列”(《周恩来选集》， 

P439)。令人 遗憾 的是 ，恰恰 是 这 一战 略 即将 启 动的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内乱 。由于“文化 

大革命 ”这一 长时间 的全局性 的严重 “左”倾 错误 ，由 

于在此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受 “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 ， 

党 的212作重心没有完全转 移到经济 建-N：上来 ，这就使 

得在 毛泽东生前党虽然提出 了实现 现代 化的战略 ，但 

现代化建设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 。 

1978年党 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 ，坚决地 纠正 了“文 

化大革命 ”及其 以前 的“左”倾错误 ，果 断地停 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把党 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 

济建设上来 ，实现 了伟大 的历史转 折。从 十一届三 中 

全会 到十二大 以前的一段时 间里 ，第二代 中央领 导集 

体虽然继 续坚 持 20世纪 末实 现 “四个 现 代化 ”的 口 

号 ，但 已经意识 到这一 口号 与 中国现实 之 间的矛盾 ， 

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 。1979年 3月陈云指 出 ，讲 

实事求是 ，先 要把 “实事 ”搞 清楚 。一 方 面 我们 还 很 

穷 ，另一方面要经过 20年 ，即在本世纪 末实现 四个现 

代化 ，这是一个 矛盾 。针对 这一 矛盾 ，邓小 平进 一 步 

指 出，“底子薄”和“人 口多 ，耕 地 少”是 中 国国情 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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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特点 ，“中国式的现代 化 ，必须从 中国的特点 出 

发”⋯(P164)。同年 9月叶剑英作 出重要判断 ：在我 国 

实现现代化 ，必然要有一个 由初级 到高 级的过 程。顺 

着这个思路 ，邓 小平 解 释 了“中国式”的含义 。他说 ： 

过去 我们开了大 口，说本世纪末实 现 四个 现代 化。后 

又改 了个 口，讲 中国式 的现代 化 ，就是 把标 准放低 一 

点。同年 12月 ，在 会见 日本首 相大平 正芳时 进一 步 

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称 为“小康之家 ”。他说 ：“我们 

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 ，是 中国式 的四个现代化。我们 

的四个现代化 的概念 ，不是像你们那样 的现代化 的概 

念 ，而是 ‘小康 之家 ’。”到本 世纪末 ，中国的四个 现代 

化要达 到的 目标 还是很低 的 ，大体上是国民生产 总值 

人均一千美元 。⋯(P237)。后来又 总结说 “翻两番 、小 

康社会 、中国式的现代化 ，这些 都是我们的新 概念” 

(P54)。正是这些新概念 ，反映 出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后 

“四个现代化 ”目标模式的新发展。 

那么 ，在实现小康之 后 的 目标 又是什 么呢?1982 

年 6月邓小平作 了这样 的设 想 ：“在本世纪末 实现 现 

代化 的一个 初步 目标 ，这 就是达 到小康 的水平 ”。以 

此为起点 ，“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 间，接近发达 国家 

的水平 ”。⋯(P417)正是基 于这 一设 想 ，十二大对我 党 

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新时期 的总任务作出如下表 述 ：从 

1981年到本世 纪末 的 20年 ，我 国经 济建设 总 的奋 斗 

目标是 ，在不 断提 高经 济效益 的前提 下 ，力 争使全 国 

工农业 的年 总产 值翻两 番 ，实现 了这个 目标 ，人 民的 

物质文化 生活可 以达 到小康水 平。在此基 础上 继续 

前进 ，再经过 30年 至 50年的奋斗 ，接近发达 国家的水 

平 。我党在新 的历史时期 的总任 务是 ：团结全 国各族 

人 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逐 步实现工业 、农 业 、国防 

和科学技术现代 化 ，把我 国建设 成为高 度文 明、高度 

民主 的社 会 主义 国家。 自此 以后 ，我党 在提 到 20世 

纪末 的 目标 时 ，就用 工农 业 总产值 “翻两番 ”和实 现 

“小康社会 ”取代 了原来 “实 现 四个 现代化 ”的 口号 。 

十二 大的表述 与 中央第一代 领导集 体关 于现代化 的 

设计相 比，发生 了四个方面的变化 ：(1)在十二大报告 

的表述 中 ，虽 然仍有 “四个现代化 ”的提 法 ，但 已不是 

作 为 20 世 纪末 的 目标 ，而是 作为 整个 “新 的历 史 时 

期 ”的总 目标 之一 ；(2)20 世 纪末 的经济发展 目标 ，不 

是“四个现代化 ”，而只是 “现代化 的一个 初步 目标 ”， 

即工农业 总产值翻两番 ，实现“小康水平 ”；(3)中国现 

代化的总 目标 ，不 只是在经 济上 实现“四个现代化 ”， 

还要在政治 上实现 “高度 民主”，在文化上实现 “高度 

文 明”；(4)中国新 的经济 发展 战略 ，大体分 为两个 阶 

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81年到 20世纪 末实现小康社 

会 ，第二个阶段是在 21世纪再用 3O年到 5O年的时间 

接近发达 国家的水 平。 中国不仅不可 能在 20世纪末 

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而且就是到了 

21世纪 的中叶 ，也 只能“接近发达 国家 的水平”。 

从 1986年 6月 的一篇谈 话 起 ，邓 小平 又开 始对 

“接近发达国家”的 目标进行修正 。他说 ：第 一步是到 

20O0年建立一个 小康社会 。“有 了本 世纪末 的基础 ， 

再 花三 十年 到五十年时 间，人均 国 民生产总值再翻两 

番 ，我们可 以肯 定地 说 ，中 国将 更 加 强 大”I2](P162)。 

邓 小平对第二个 阶段 的设想开始具体 化了 ，第一次提 

出第二个“翻两 番”的要 求。再翻两番 ，能不 能 “接 近 

发达国家的水平”呢?他没有讲 ，只是说 “中国将更加 

强大”。1987年 2月的一篇讲话就 明确说下世纪 中叶 

的 目标 ，不是“接近发达 国家的水平 ”，而是 “建 成 中等 

发达水平 ”的 国家 。他说 ，要 最终说 服不 相信 社会 主 

义 的人要靠 我们 的发 展。如果 我们 本世 纪 内达到 了 

小康水平 ，那 就可 以使他们 清醒一 点。“到下 世纪 中 

叶我们建成 中等发达水平 的社 会主义 国家时 ，就会更 

进一步地说服他们 ”。 (P204)这 里所提 出 的“中等 发 

达水平”的新 概念 ，显 然是 与第 二个“翻两番 ”相联 系 

的。再翻两 番 ，就 是 人均 国 民生产 总 值 达 到 四千 美 

元 。这个 水平 ，显然不 是 “接 近发达 国家 的水 平”，而 

是“中等发达水平 ”。到 了十三大前夕 ，邓小平 关于 中 

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构想就逐渐 明朗化。他说 ：中 

国经济发展分 三步走 ，本世纪 走两 步 ，达到 温饱 和小 

康 。更重要 的 目标 是下 一个世 纪 的 5O年 ，达 到 中等 

发达国家 的水 平。同年 10月 他在 《我们 干 的事业 是 

全新 的事业 》一文中明确提出 ：“我们 的第一个 目标是 

解决温饱问题 ，这个 目标 已经达 到了。第二个 目标 是 

在本世 纪末 达到小康 水平 ，第三个 目标 是在下个世纪 

的五十年 内达 到 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 ”o[21(P256)至此 ， 

中国现代化总设计 师邓 小平正式 建构 了 “三步走 ”经 

济发展战略 ，这实际上就是 中国经济现代化 的 目标模 

式 ，是我党在探索 中国现代化 目标模式 的过程 中取得 

的最 重 大成 果 。 

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后 ，中国共产党关 于中 国现代 

化 目标模式 的探 索进入 了一个 新 的时期 。邓 小 平三 

中全会 的主题报告在强调工作重心转移 的 同时 ，也把 

民主作为一个 突 出的问题提 到全党 面前 。他说 ：“过 

去一个相 当长 的时 间内 ，民主集 中制 没有 真正 实行 ， 

离开民主讲集 中，民主太少 ”。发展 民主不 仅 是贯彻 

党 的思 想路 线 的需 要 ，也 是 贯彻 党 的政 治 路 线 的需 

要 。为了保障人 民民主 ，必须加强 法制 ，“必须使 民主 

制度化 、法律 化 ，使 这种制 度 和法律 不 因领导 人 的改 

变而改 变 ，不 因领导 人 的看 法 和注 意 力 的改 变 而 改 

变”⋯(P144，146)。19"／9年 3月他在《坚 持 四项基 本原 

则》的重 要讲 话 中又强调 ，“没 有 民主就 没 有社 会 主 

义 ，就没有社会 主义 的现代 化 ”。“社 会 主义愈 发 展 ， 

民主也愈发展 ”。同时 ，他也 提 出了精神 文 明建设 问 

题 ，要求大力 提倡 “社 会主义 道德风 尚”和 “良好 的献 

身精神和守纪律 精神”。【l (P168，177)同年 1O月 ，邓小 

平在一篇讲 话 中对全面建设 社会 主义 的思 想作 了这 

样的概括 ：“我们 的 国家 已经进 入社会 主义现 代化建 

设 的新时期 ，我们 要 在 大 幅度 提高 社 会 生 产力 的 同 

时 ，改革和完善社 会主 义 的经 济制 度 和政 治制度 ，发 

展高度的社 会主 义 民主和完 备 的社 会 主义 法制 。我 

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 明的同时 ，提高全 民族 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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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 ，发 展 高 尚的丰富 多彩 的文化 生活 ，建设 高 

度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 明。”}1 (P208)这是 建 国 3O年来 

对社会主义 的一个划 时代 的全面认识 ，标 志着现代化 

目标模式探索 的重 大突破 ，成为 由单纯 的经济现代化 

目标模式发展为全面的现代化 目标模式的关键 。 

从十一届三 中全会 到十二大 ，邓小平在全面研究 

中国现代化 的新情况 和新 问题 的过程 中，初步确立 了 

现代化 的各项 目标 。在经济现代化方 面他提 出 ：实现 

现代化是一 场革 命 ，目的就是 解放 生产 力 ，发展 生产 

力 。我们 的经济政 策对不对 ，归 根到底要 看生产力是 

否发展 。社会 主义 可 以利用 市场经 济这 种方法来 发 

展社会生产 力 ；在 政治 现代化 方面 他提 出 ：实现现代 

化 的关键是 坚持 党的领 导 ，要 坚持 党 的领 导 ，就必 须 

改善党 的领导 。不 仅党 的领导要改善 ，整个党 和国家 

领导制度 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要充分发扬人 民民主 ， 

保 证全 体人 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 、 

特别是 管理基层地方政权 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 力 ，享 

有各项公 民权 利 ，调动人 民群 众 的积极性 ；在精神 文 

明方面他 提 出 ：所谓 精神 文 明，不但是 指教 育 、科 学 、 

文化 ，而且是指共产 主义 的思想 、理 想 、信念 、道 德 、纪 

律 ，革命 的立场 和原 则 ，人 与人 的 同志式关 系 ，等 等。 

正是依 据邓小平现代化 的新理念 ，党的十二大关于社 

会 主义 建设 新 时期 的 总任 务 中，分 别 把 “四个 现 代 

化”、“高度 民主”、“高度 文 明”作为 中 国现代化 的 目 

标 ，由经济现代化 、政 治现代化 、文化 现代 化构成 的现 

代化 目标模式 已成雏形 。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 五年的探索过程 ，大致可分 

为两个 阶段 。第一个Ibq"段 ，是从十二大到 1985年党 的 

全 国代表会议 以前 ，是不断深化对经济体 制现代化 的 

认识和不 断 明确经济 现代化 目标 的阶段。1984年通 

过 了《中共 中央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 》，它 突破 了 

把计划经济 同商 品经济对立起来 的传统观念 ，指 出中 

国社会 主义 经济是公 有制 基础上 的有计 划 的商品经 

济 。1985年 3月 中共 中央发布《关于科学 技术体制改 

革 的决定》，强调改 革 的 目的 ，是使 科技 成果迅 速地 、 

广泛地应用 于生 产 ，大大解 放科技 生产 力 ，促 进经济 

和社会 的发展 。1985年 5月 中共 中央颁布 的《关 于教 

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强调 教育体 制改革 的根本 目的， 

是提高民族素质 ，多 出人才 、出好 人才 。第二个 阶段 ， 

是从 1985年党 的全 国代表会议到十三大 ，是不 断深化 

对政治体制和文 化体制 现代化 的认识 和不 断 明确 政 

治 、文化现代化 目标 的阶段 。1985年 9月党 的全 国代 

表会议解决 的 中心问题是 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这 

是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的重大步骤 ，是全面推动政 

治体制改革 的动员令 。邓小平指 出 ：政 治体 制改革 的 

目标 ，第一 ，是 始终保 持 党和 国家 的活力 ；第 二 ，是 克 

服官僚 主义 ；第 三 ，是 发 展社 会 主义 民主。1986年 9 

月党的十二届六 中全会通过 了《中共 中央关于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方 针 的决 议》，在探索 中 国现代 

化 目标模 式 的途径 中，它的突出贡献在 于第一 次明确 

制定 了文化建 设 的现代 化 目标 。《决议 》指 出精 神文 

明建设 的总体要求是 ：要努力形成有利 于现代化 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理论 指导 、舆论力量 、价值观 念 、文化 条 

件和社会环境 ，克 服小 生产 的狭隘 眼界 和保 守 习气 ， 

抵制封建 主义和资本 主义 的腐朽思想 ，振奋起 全 国各 

族人民献 身于 现代 化事 业 的 巨大 热情 和创 造 精 神。 

其根本 目标是 ，适应 社会 主义 现代化 建设 的需 要 ，培 

养有理想 、有道 德、有 文化 、有纪律 的社 会 主义公 民 ， 

提高整个 中华 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 

正是 因为有 了上述一系列新 目标和新要求 ，特别 是按 

照在十 三大 前 夕 邓 小 平 在 一 篇 文章 中提 出 的新 思 

路一 “贫穷不是 社会 主义 ，发 展太 慢也不 是社 会 主 

义”，我们的 目的是共同富裕 。“在对 社会 主义作这样 

的理解下面 ，我们 寻找 自己应该走 的道路。这 涉及政 

治领域 、经济领 域 、文 化领域 等所 有方 面 的问题 ”。l2】 

(P255)1987年党 的十三大制定 了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 阶 

段的基本路线 ，明确地 把 “富强 ”、“民主 ”、“文 明 ”作 

为 中国现代 化建设 的三 大 目标 ，标 志着 由经 济 现代 

化 、政治现代化和文化 现代化组 成 的全面 的现代化 目 

标模式的最后形 成。与“十二大”初步 确立 的现代化 

目标模式相 比，其 明显 进步 在 于 ：其一 ，从 表述上 看 ， 

用“富强”取代 了“四个现代化”，并删掉 了民主 和文 明 

前面的虚词“高度”，因为到 21世纪 中叶中 国所 实 现 

的现代 化 的水 平 ，也 只是 一 个 “中等发 达 国 家 的水 

平 ”。这样 ，就形成 了“富强 、民主、文明”三大 目标 ，使 

其分别对应于经济 、政治 、文化 的现代化 。显 然 ，这个 

概括更 为 科学 、实 际 、简 洁 和对 称。其 二 ，从 内容 上 

看 ，十三大所 提 出的现代 化 目标体 系 ，是 在经 历 了五 

年 的全面改革形成 的。不 仅认 识上大 为深 化 了，而且 

内容也大 为丰富 了。它不 仅包 含经 济 、政 治 、文化 各 

领域在 内容层面上 的现代化指标体 系，而且 包含上述 

各领域在领导体制 、管理体 制、运行机制 、组 织方式 等 

层面上的现代化要求 ，其三 ，从认 识上看 ，党 的十三大 

已经把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认识提 升到 了“基 本 

路线”的高度 。邓小平在 十三大前 夕提 出一个新 的重 

大命 题 ：“搞 社 会 主 义 现代 化 建设 是基 本 路 线 ”。⋯ 

(e248)十三大制定 的党 的基本 路线 明确 规定 ，要实 现 

“富强、民主、文明”三 大 目标 ，必 须坚持 “以经济建 设 

为中心”，必须“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两 

个基本 点 。这样 ，不 仅 明确 了实 现 现代 化 的 目标 模 

式 ，而且 明确 了实现这个 目标模 式 的工作重心和基本 

条件。这是十三大 的重 大贡献 。 

从上述历史考察中不难发现 ，经济发展“三步走” 

战略 目标 的形成 ，始终是与对 中国基本 国情 的认 识相 

伴随的 ；而“富 强 、民主 、文 明”现代 化 目标 模 式 的确 

立 ，又始终是 与对社会 主义 的全面认识相伴 随 的。首 

先来看 ，伴随着经济发展 “三步走”战 略的形成 过程而 

来 的，对 国情认 识的最终 成果 ，便是 社会 主义 初级 阶 

段理论 的形成 。“十三 大 ”提 出的基 本 路线 和“三 步 

走 ”战略 ，正是 在社 会 主义 初 级 阶段 的路 线 和 战略 。 

十三大报告第 一次对 社会 主义初 级 阶段理论 作 了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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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指 出：我国的社会主义 是脱 胎于半 殖民地半 封建 

社会 ，生产力水 平远 远落后 于发达 的资本 主义 国家 ， 

这就决定 了我们必须 经历一个很长 的初级阶段 ，去实 

现别 的许多 国家在 资本 主义条件 下实现 的工业化 和 

生产 的商品化 、社 会化 、现代化 。我 国从 50年代生产 

资料私有 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到社会 主义现 

代 化的基本实 现 ，至少需要 上百 年 时间 ，都 属于社会 

主义初 级 阶段 。社 会 主 义初 级 阶段 ，是 逐 步摆脱 贫 

穷 、摆脱落后 的 阶段 ；是 由农业 人 口占多数 的手工 劳 

动为基础 的农业 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 口占多数的现 

代化的 3-业 国的阶段 ；是 由 自然经济半 自然经济 占很 

大 比重 ，变为商 品经 济高度发 达 的阶段 ；是 通过改 革 

和探索 ，建立 和发展充满 活力的社会 主义经济 、政 治、 

文化体制的阶段 ；是 全民奋 起 ，艰苦创业 ，实现 中华 民 

族伟大复兴 的阶段 。所有这一切 ，就决定 了中国的现 

代化从 20 tU：纪 50年代三大改造完成算起至少需要一 

百年的时 间 ，从 十一届 三 中全 会算起 也要 70年。邓 

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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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发达的阶 

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 际出发 ，根据 这个实际来制定 

规划 。”他反 复强调 ：我们要 坚持 马克思 主义 ，但 马克 

思 主义必须 是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 

要 坚持 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 中国 

实际的有 中国特 色的社会 主义 ；我们 要实现 现代化 ， 

但我们搞 的现代 化是 中国式 的现代化 。正 是在这些 

思想的指导下 ，邓小平从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最大的实 际 出发制定 了“三 步走”的经济发展 战 

略 ：“~IEU：纪走 两步 ，达到温饱 和小康 ，下个 世纪用 三 

十年到五 十年 时间再走一 步 ，达 到中等发达 国家 的水 

平 。”【2 (P251，252)这 就说 明 ，制定 经 济发 展“三 步走 ” 

战略的理论 基石 ，正是社 会主义初级 阶段 的理论 。其 

次来说 ，伴随着“富强 、民主 、文明”现代化 目标模式的 

形成过程而来 的 ，对 社会 主义全 面认识 的最终成 果 ， 

便是邓小平社 会 主义本质 论 的提 出。十一届 三 中全 

会 以后 ，邓小平 对社 会 主义 的全 面性理 解 ，突 出表现 

在他对什么是 社会 主义这个 根本主题 的 回答上 ：“经 

济长期处于停 滞状 态总不 能 叫社 会主 义。人 民生活 

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 叫社会主义” (P312)； 

贫穷不是社会 主 义 ，发展 太慢 也不是 社会主 义 ；平均 

主义不是社会 主 义 ，两极 分化 也不 是社会 主义 ；僵 化 

封闭不是社 会 主 义 ，“全盘 西化 ”更 不能 发展 社会 主 

义 ；没有 民主就 没有社 会 主义 ，没有 法制 也没有社 会 

主义 ：没有高度 的物 质文 明是不够 格 的社 会主义 ，没 

有高度的精神 文 明社会 主 义就会 变质。正是 经过这 

一 系列的思考 ，邓 小平终 于在 1992年南 巡谈 话 中，对 

社会主义的本质作 了这样 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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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2 (P373)。邓小 平的社 会主义 

本质论 ，是他全面认识社会 主义的重大成果 。这一论 

断 ，实际上是从生产力 、生产 关系 、生产 目的等社 会发 

展 的基本要素的综合上揭示社会 主义 的发 展 ，体现 了 

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面性要求 。其 中 ，解放和发 展生产 

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 化 ，是实现社会 全 面发 展 的 

前 提和条件 ，而共 同富裕是社会全 面发展的最基本 的 

要求和体现 。根据社会 主义 的本质要 求 ，社会 主义社 

会应该是政治 、经 济 、文化全 面发 展 的优 越 于资 本主 

义的社会。邓小 平 同志指 出 ，我们 为社 会 主义奋 斗 ， 

“不但是 因为社会 主义有条件 比资本主 义更 快地发展 

生产力 ”，而且 因为能“在政治上创造 比资本 主义 国家 

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还 因为“只有社会 主义才 

能消除资本主义 和其他剥 削制度 所必 然产 生 的种种 

贪婪 、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o[21(P143)总之 ，社会主义 的 

本质 ，就决定 了它是一个富强 、民主 、文 明的社会 。这 

就说明 ，“富强 、民主、文 明”现 代化 目标 模式 的理论 

基石 ，正是邓小平的社会 主义本质论 。社会 主义初 级 

阶段理论 ，是关于社会主义特殊 的具 体研究 。社会 主 

义本质论 ，是关于社会 主义一般 的深层次研究 。以邓 

小平 为核心 的第二代 中央领导集体 ，正 是在对社会 主 

义既作 了具体研究又作 了一般研究 的基础上 ，才 构建 

起 中国全面的现代化 目标模式 。因此 ，从十一届 三 中 

全会起 ，用 7O年的时间 ，经过三个 战略步骤 ，建成 “富 

强 、民主、文 明”的社 会主义 中国的现代 化 目标模 式 ， 

是建立在社会 主义初级 阶段 论 和社会 主义 本质 论相 

统一基础上 的，它是一 个有 充分科 学依 据 的 、实 现社 

会主义全面现代化 的正确 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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