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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是发展生产力（辨析）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命题。之所以说"发展才是硬

道理"，是因为： （1）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

住。中国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发展起来，

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就会大大增强。 （2）最终说服不相信

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才

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人民才能从内心里拥护社

会主义，才能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相信社会主义

，也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 （3）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

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首先，中国要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是不行的。其次，不

解决好发展问题，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就坚持不

住。其三，中国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国家统一，还是要看经

济能不能发展上去。 7、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

展生产力？为什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答：为什么说社会主

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原因有以下三点： 1.发展生产

力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不断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

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

义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其

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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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



会制度是否优越，从根本上说，就是看其能否促进生产力的

发展。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具体体现。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社会主

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是我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贯穿社会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是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为什么说发展才

是硬道理，原因如下 1992年DXP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指出："发

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是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是要靠自己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

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离不

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

义优越性的人们，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

定局面，做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离不开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

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 8、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及简明概括是什么？ （1）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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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 （3）"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共同统一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经济建设是基本路线的核心和主体。我们必须把经济

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动摇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就等于动摇了基本路线。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要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改革开放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还为经济建设和

改革开放提供政治保证。 9、简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意义 （1）可以节省资金和资源的消

耗，提高资金和资源的利用率，从而缓解我国经济发展同资

源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的矛盾。 （2）可以提高消费品的质

量和档次，增加消费品的品种，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需

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3）可以

减少对资源的浪费，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与资源

、环境的相互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4）可以促进科技

进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

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10、怎样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经济制度（论述） （1）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

度。 （2）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

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

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

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

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3）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它既包括了作为主

体的公有制经济，又包括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公有制经济或公有制经济



不处于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将丧失其自身的经济基础，就

不能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

道路。没有其他所有制经济，就会脱离当代中国国情，脱离

初给阶段的实际，重蹈超越阶段的覆辙，同样不利于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4）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用"制度"固定下来，更具有稳定

性、可靠性。这对正确认识和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对

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