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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	

基本国情的认识演变

沈传亮  吴佳佳

[摘要]认清国情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中国基

本国情的认识是不断发生变化和主动进行调整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从生产力的评判标准重新审视

国情，提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此后，中共对这一认识逐步深化，

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征。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

局和战略高度，准确把握国情变化，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踏

上新征程的重大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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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首要问题。正如毛泽东强调指出的那

样，“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a不仅如此，“中国社会的性

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b中共十三大也指

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

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c对内涵的明确界定是认知事物并展开分析的基

础。本文所说的基本国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共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主要判断。必须认识到，中国基本国情是客

观存在的，同时也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围绕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

盾等基本国情要素的变化予以科学分析，为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基础支撑。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改革开放后，中共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分析和判断国情。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

提出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比较穷”等看法，为中共明确提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打下坚实基础。

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

泽东曾酝酿社会主义可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的思想。1960年初，毛泽东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内容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a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b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6页。

c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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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

段需要更长的时间。”a毛泽东虽没有提出“初级阶段”的概念，但为之提供了源头。在1979年

举行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有的参会者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分若干阶段的观点。1981年

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

史决议》）第一次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历史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

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

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b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我

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c“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

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d。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低

级阶段的初级阶段。”e此时，“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在中共的文件中已经三次出现。1987年8月

29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

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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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f

这一观点首次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视为影响中国全局的基本国情，并强调了在制定发展规划时，

应将其作为根本依据。这也为中共十三大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提供了指导。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

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g这表明，从社会性质上来说，我国

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对我国现存社会制度的规定，要坚持而不能离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下来。“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

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h从发展阶段上来说，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十三大报

告提出“我国从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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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战略判断。1987

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提出了“不够格”的社

会主义命题，“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

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j。“不够格”实际上是指中国发展还比较落后。

中共十三大用“五个阶段”分析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即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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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

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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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b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7页。

c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d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3页。

e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f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g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h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

i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页。

j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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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a。

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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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89年6月，针对一些错误认识，

邓小平指出：“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

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c随后，在中共十四大上，基本

路线被写入党章。

之所以中共能够得出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中共开始从生产力发展

角度来对社会发展阶段作出判断。邓小平比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

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

耕地少”d。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指出：“我们算是一个大

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

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e可见，邓小平从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资料

等方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做了深入分析。他深刻指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

之一”f“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g。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首次全面阐述社会主

义本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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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可见，

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必须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出发。中共十三大也是在生产力

的维度上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

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i。

1956年，中共八大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

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定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一思想后来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实

施。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初步阐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他首先赞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

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j即在社会主义社

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

主要矛盾，他紧密结合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

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

的中心任务。”k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首次科学阐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标志着中共对社

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重新回到正轨，为纠正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思想奠定了基

础。1981年1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和1981年2月20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都表示阶级矛盾已

a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页。

b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页。

c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67页。

d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e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f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

g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

h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i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页。

j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1～182页。

k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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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确实仍然存在，决不可小看”a“还有国际阶级斗争的日益广泛

的影响”b。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了党和

国家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所做的努力。在阐述社会主要矛盾时，《历史决议》

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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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c相较

于之前中共八大的表述，这一论断更加准确，也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的途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表述写入了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并一直持续到中共十八大。

这充分体现出中共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稳定性。

二、改革开放深化时期中共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新的发展阶段和实践特点，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国情的认识。

1997年中共十五大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d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制度

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制不够健全，旧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还有广泛影响。因此，这一阶段

就成为“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落后的现实使得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

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e。在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

性上，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

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f。1998年，江

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党的基本路线要“一百

年不动摇”g。梳理历史不难发现，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

务的“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一以贯之。

2002年中共十六大再次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h2007年中

共十七大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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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i，也就是“两个没有

变”。2011年，胡锦涛在“两个没有变”的基础上增加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

际地位没有变”j。这“三个没有变”分别从社会阶段、主要矛盾和国际地位三个方面进行了阐

述，表明了中共对基本国情的新认识。2012年中共十八大沿用了这一重要论断。

a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b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47页。

c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68页。

d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e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页。

f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4页。

g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01页。

h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i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j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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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指出“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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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要的”a。由此第一次提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

含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内容的基本纲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江泽

民就此总结指出：“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

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b这也充分表明中共的基本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中共十六大将基本纲领写入党章。中共十七大在基本纲领中增加了社会建

设，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

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c中共十八大再次强调基本路线的重要性，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

的生命线，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d。

中共十五大在十三大提出的“五个阶段”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丰富发展为九

个“历史阶段”，突出了历史发展的渐进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

状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

业国，逐步转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

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

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

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

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

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

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

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

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e中共十六大聚焦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总结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

基本经验f。这里的“十个坚持”是对1989到2002年这13年间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

的阶段性总结。中共十七大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g，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

平，但是也面临着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

大等一系列难题h。中共十八大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必须要牢牢把握“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i。“八个必须坚持”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进一步总结，也是下一步工作的指引方针。无论是基本纲领，还是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

都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的新概括新判断。

a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16页。

b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7页。

c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

d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e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14页。

f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g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页。

h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11页。

i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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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制度层面。199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基本国

情讲了三点。前两点继续强调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第三点

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存在不适

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a。二是从建设社会主义

需要处理的重大关系层面。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讲话中，系统地梳理

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刻认识，提出要处理好十二个重大关系，

并指出：“这十二个关系是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

认识会不断深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各方面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

也必然会有所调整。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来研究这些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加强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提高领导水平，找出解决办法，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推

向前进。”b三是从发展成果来看。中共十六大全面阐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二〇〇一年，……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

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c四是从发展面临的问题看。中共十七大指出中国“生产力水平总

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

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等问题d。

三、新时代中共把握国情变化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的基本国情紧密结合起来，从社会

性质方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发展阶段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

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从社会主要矛盾方面阐释其已经发生了转化。

2013年1月，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讲

话中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e习近平之所以强调这一问题，富有针对性，主要是回应当时

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

僚资本主义”等错误观点。习近平明确指出“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

家，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f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是

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从中国国情和时代

要求出发，探索和开拓国家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g。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走的

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

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

特就特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h。2016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上

a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74页。

b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3页。

c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页。

d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92页。

e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9页。

f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0页。

g 《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第2版。

h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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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中告诫全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a。

2017年7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

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b10月，中共

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要论断，并提出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c。习近平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

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d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共成立一百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e11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同样指出这一历史时间f。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g习近平指出，

作出这样的判断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h。2020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

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i。也就是说，新发展阶段的开启是从建党一百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针对新发展阶段与新时代的关系，习近平有过专门的论述。2021年1月，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坚决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讨班讲话中提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

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j这里提到的“更高阶段”是“初级阶段”之

后的阶段，也就是说，在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进入到下一个更高阶段。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保持其基本性质不

变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量变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从而更好地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求。这

种发展过程是动态的、渐进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和创新。正如习近平所说：“今天我们所

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

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k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进程中，有很多阶段，当一个阶段经过足够

的量的积累后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紧接着，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

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

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

a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51页。

b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c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d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页。

e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76页。

f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503页。

g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662～663页。

h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83页。

i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22页。

j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页。

k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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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a习近平的这段话表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长期发展历史过程中也必然会经历若干发展阶段，从

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的关系是：新时代确立了新的历史坐

标，意味着我国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新发展阶段明确了发展的出发点和目标任务。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b，承载着新时代的使命和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承载

着新目标新任务”c，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在中共的语境中，新

征程有着特定的含义。中共十九大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d。中共二十大提出现在党的中心工作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e。总

结起来，当前的新征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伟大变革，但应该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

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f。2012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在任

何情况下、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立足这个最大实际，而且“不

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

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

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g。

2013年3月，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上再次提及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h。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再次重申“三个没有

变”i。2013年12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上指出：“我们推进改

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

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j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落后实际、无视

变化都要坚决纠正。2017年7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再次强调：

“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

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

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k2020年，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a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页。

b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4日，第2版。

c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14页。

d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页。

e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f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280页。

g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6页。

h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36页。

i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0页。

j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6页。

k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61～62页。



80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4年第6期� （总第302期）

景目标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要以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基础a。中共二十大再次深刻提醒全党全

国人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b。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c。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共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不断变化、逐渐全面和深

入。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是谋划、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前提与基础。我们要

准确把握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的“变”与“不变”，一切从实际出发，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北京  10009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生、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党校副教授  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魏少辉]

《党的文献》2024年第5期要目

传承弘扬宝贵经验奋力推进强国建设	 曲青山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90周年

深刻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沈传亮  冀宇超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牛先锋  时若水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在逻辑、鲜明特征、制度保障	 罗嗣亮  方  剑 

习近平强军思想蕴含的“五个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观和方法论	 赵周贤

新时代做好妇女工作的几个着力点	 田天亮

——学习习近平关于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 

邓小平对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贡献	 陈  理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两个“重大历史关头”	 龙平平

邓小平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论析	 满开宏  陈  鹏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思考	 舒高磊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

新中国劳动保险制度的初创	 齐鹏飞  李岩岩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护林防火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邓群刚  郭斌飞

——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塑造“新人”的探索与实践	 王永华  瞿晓鹏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述论	 谢  涛

《西行漫记》中的“李长林”是谁？	 车云峰

——译失的开国上将李涛

a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13页。

b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c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