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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A4_A7_E5_c72_160528.htm 第二部分 邓小平理

论 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发展的时

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背景1、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

时代主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邓小平理论是在总

结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经验中建立起来的。3、是改革开

发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年发展阶段：1、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初步形成2、十二大--十三大，逐

步发展形成基本的轮廓。3、十三大--十四大，以1992年邓小

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为标准，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来源：www.examda.com 1、他坚持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了前人，突破了

常规，开拓了马克思理论的新境界。 2、 坚持了科学的社会

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结果。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露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

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 3、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

法观察世界，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做出

了科学的判断。 4、 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三）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 （四）怎样看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任

务？ 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

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基本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



治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本质（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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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

务来源：www.examda.com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 "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

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1、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

：1992年邓在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科学的理论概

括。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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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

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发

展 （1）在目标层次界定社会主义本质（2）突出生产力的基

础地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基础地位（3）突出社

会主义的价值目标（4）在动态中描述社会主义本质（5）突

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6）揭示

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法，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手段与目标的统一，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本质与基本特征

的统一。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是发展生产力 （1）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

本思想（2）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3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巩固社会主

义制度的需要（4）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5）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现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1）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和发展生产力，可能为

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强大的物质基础（2）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迫切要



求（3）发展是硬道理（4）贫穷不是社会主义（5）要善于把

握时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问题 判断一切工作是非

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判断改革和各

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

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 在"三个有利于"

判断标准中，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核心

和基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以生

产力发展为前提，是衡量生产力是否发展的直接尺度。因此

我们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推动社会进步。 依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根本判断标准，

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都是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

但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 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东西，

即使是社会主义的，也不一定是当前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

的。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一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源：www.examda.com 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含义（1）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

坚持而不是离开社会主义（2）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

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认识我国现实社会的特征，不

能超越这个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1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看，具有落后性、多层次性、和

不平衡性的特点（2）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还很不充分

（3）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来看，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并存（4）从个人收入分配来看，存在着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多种分配方式。 社会主义



社会的主要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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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正确解决初级阶

段的主要的主要方面（1）发展生产力，坚持现代化建设（2

）改革生产过程中落后的劳动方式、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等

等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同时需要对外开放，（3）在现代化

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使解决这一矛

盾的各种手段、方法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能搞资本主义。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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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要集

中力量发展生产力（2）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唯一正确途径（3）只有搞好经济建设才能

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4）经济建设是基本路线的核心和主

体，坚持当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不动摇（5）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

的危险，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 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1）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2

）改革开放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3）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二者互相贯通，相互依存，

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不动摇：（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有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的（2）党的基本路线是一条强国富民的正

确的政治路线，一定要长期坚持，决不能半途而废（3）党的

基本路线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的拥

护。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三者是相互依存和

互相促进的。（1）发展是目的，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高上去，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2）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是解决和发展生产力的

必由之路（3）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

少的条件，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4）实践证明，我们党确

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

定"的基本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

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来源：www.examda.com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

标和基本政策。基本目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本政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

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

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经

济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基本目标：在中国GCD的领导

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基本政策：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和GCD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实现社

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

的政治局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

本政策：基本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基本政策：坚持用邓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其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

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大纲

领有机统一，不可分割。 1、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又反

作用于经济；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

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三大纲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体协

调发展。 2、三大纲领分别由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基

本止标决定基本政策为实现基本目标服务。 3、经济、政治

、文化的三大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是我国现代

化建设最主要的经验总结，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四 、

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一）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1、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摆脱贫穷和落

后，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2、分"三



步走"的战略步骤 3、我国发展战略的特点：1、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2、既实事求是又雄心壮志，达

到"三步走"战略目标。3、全面发展4、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

归宿点。5、特别着眼于长远。6、以改革为动力，以社会主

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完善体制创新为基础。 （二）农业

是基础 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2、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长足进步。

（2）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 3、调整

和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加快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4、积

极发展第三产业 （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来源

：www.examda.com 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实施西部大开发，加

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

目标的重大举措。 （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

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表现：（1）它在现代生产

力系统中起第一位的变革作用，科技革命特别是高科技导致

生产力成倍地增长和跳跃式的发展；（2）它日益成为生产的

先导，在科技与生产的关系中，生产是出发点的归宿，科学

技术则是先导；（3）它是进步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因

素，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当代生产力发展与经济

增长中，科学技术因素已成为首要因素。 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施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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