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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3/2021_2022_2009_E8_80_

83_E7_A0_94_c73_5331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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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发

展 1．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生产力

是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是具有非对抗

的性质；具有基本适应与部分不适应的特点。我们可以也只

有通过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

展的环节，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

开辟道路。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之间出现矛盾，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再出现矛盾，

再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

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

保证。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001年文科多选题第23

题考查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

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之所以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因

为： (1)社会主义改革不是那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

治革命，但也不是个别方面和环节上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

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2)改革必然会涉

及和引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必然会触及每个人的实际利益，引起

社会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从改革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

度来说，它实际上是一场新的革命。 (3)改革的目标同过去革

命的目标一样，都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中国摆

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

力，正是在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 对改革开放历来

存在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左的教条主义喜欢以姓“资”姓“

社”的观点否定改革，右的新自由主义以全盘西化的观点否

定“四项基本原则”，有的还公开主张以民主社会主义救中

国。 正确评价改革应该强调： (1)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自

我完善和发展，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我

们讲的社会主义，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

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

原理与中国特色的结合。 (2)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 (3)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共十七

大概括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

是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4)改革

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改革的问题是前进中

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加以解决，因为改革中出现

问题就否定改革走回头路、走老路，或者以这些问题为借口

否定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都是错误的。 事实雄辩地证明，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在改革

开放30年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



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条伟大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

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

义。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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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