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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

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定位。邓小平小康社会不单单

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一个综合的指标，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建设全面发

展的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小康社会不是一个点，而是动态、渐进的发

展过程，我国目前还仅仅是刚进入小康社会，处于小康社会的初级发展阶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

将经历一个不断充实、提高的较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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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

“小康”一词，语出《诗经·大雅》，是一个典型的中

国式概念。从狭义理解，它指的是一种生活状况或生

活水平，即“富有仍嫌不足，但温饱已经有余”。从广

义理解，除经济生活之外，它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

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但古人眼里的“小康”毕竟是

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状态。而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中国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继承传统思想文

化遗产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对“小康社会”这一概

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第一次把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目标定位于小康社会。

1979 年 12 月 6 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日

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小

康状态。后又提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

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

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

康社 会、中 国 式 的 现 代 化，这 些 都 是 我 们 的 新 概

念。”［1］

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思想，是经过他长期、

反复的思想酝酿和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而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由“小康”概念的

提出到小康社会思想的系统形成，从邓小平的思想发

展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79 年底到 1983 年 3 月，是邓小平

小康社会思想初步系统化的阶段。这一时期邓小平

小康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第一

次提出“小康”目标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

的概念，确立了到 20 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翻两番，建立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第二，形成了分

前后两个十年、两步走奔小康，即建立小康社会的战

略部署。第三，在 1983 年 3 月所作的《视察江苏等地

回北京后的谈话》中阐述了建立小康社会后的发展前

景，说明邓小平小康社会构想更加完整、具体，这是邓

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第二阶段，从 1983 年初到 1984 年 10 月，邓小平

小康社会思想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这一时期，他明

确提出翻两番可以实现，强调奔小康战略的重点要摆

在农村，阐述了建立小康社会的前景、指导原则和一

系列方针政策及其意义，进一步提出了到下个世纪中

叶，分“两步走”、两大阶段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1984 年 10 月 22 日，他所作的《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是小康社会思想形成体系的

标志。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不仅再一次阐述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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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的发展前景和意义，而且阐述了实现第三步

战略目标后的发展前景和意义，全面反映了邓小平的

小康社会思想。

第三阶段，1984 年 10 月以后，是邓小平小康社会

思想进一步完善的阶段。主要表现为，明确确立分三

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把小康社会思想

延伸至下个世纪。另外，这个时期，他还结合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较多地阐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对于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的意义。

二、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深刻内涵

（一）“以人为本”是邓小平小康社会的特色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

高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邓小平在他“小康社会”的总体设计中，坚持以人为

本，人民至上的原则，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

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

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首先，邓小平在指导中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过

程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中心实质是以

人民利益为中心，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精神。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过去 20 多年的经

验教训，认为当前基本矛盾是落后生产力和人民群众

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果断地把党和

国家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上来。他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

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

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

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

切的标准。空想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此

后邓小平反复要求和强调，建设小康社会一定要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抓住不放”、“顽固一点”、“毫

不动摇”，要“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始终如一，贯彻始

终”，“不受任何干扰”，因为这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

最大，最根本利益的头等大事。邓小平的“三步走”实

现小康社会的战略步骤，步步不离人民生活，步步不

离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小平在设想小康社会远景时，尊重人民的

首创精神，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丰富的养料

和智慧，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和生动创造来

丰富他的小康社会的思想。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

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都是邓

小平善于概括群众的创造精神，用群众经验引导改革

的典范。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提出尊重、保障人权，创

造人们平等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深

厚的思想根源。

另外，以人民利益为标准，是判断和衡量一切工

作是非得失，成败功过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尺度。早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

是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

改善上［2］”。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讲话中，邓小平把“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

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作为领导好的标准和

用人的主要政治标准，一直到他的“三个有利于”标

准，其实质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观点。这些宝贵

的思想已成为今天确立正确的政绩观的思想基础。

（二）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

调发展的社会。实现小康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所谓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

根本性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促

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和科技、

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促进经济、人口、资

源、环境协调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3］

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小康社会，首要的是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

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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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人民共同富裕，同时保证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

就明确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

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

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随后，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

硬道理的论断，这里的“硬”不是单纯指高的发展速度

上，而是“硬”在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是“硬”

在讲求效益的高速度上。因此，邓小平主张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1978 年，他就指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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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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5 年他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强调：“不加强

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

路”。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广东二十

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

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在民主政治的建设方

面，邓小平也有明确的指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

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

愈发展”。［2］这一论断不仅把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联系起来，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

标导向，而且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联系起来，不

再把民主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手段，而是看作是社会主

义建设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邓小平的这

一思想把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

层次。后来他又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

党的领导，干部“四化”等等一系列民主政治改革措

施。除此之外，小平同志把小康社会问题同若干重大

方针、政策独立的联系起来解释，如改革开放政策，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国

两制”等等，说明他的小康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小康社会也是协调发展的社会，在小平的小康社

会思想中，不仅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也注重城乡间的协调发展，区域间的协调

发展。

邓小平一贯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关心农民生

活。早在 70 年代针对农业与工业发展失调，与人民

生活需求矛盾越来越尖锐的现实，指出：“我们还很

穷，很落后，不管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

几十年的时间，而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

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

家建设的后腿。”并强调农业根本论，把农业和与之相

联系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看作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而且

作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来看待。事实证明，经过

20 年的改革，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改变和小城

镇的发展，为农村城市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大

大促进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大局，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他

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

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

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更要顾全这个

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

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

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

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也十分重视人口资源和环

境问题。他说：“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

制”。［4］他多次强调要合理利用资源，保护资源环境，

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并提

出“各个方面都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要采取

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2］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

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

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经济、政治、文化全

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社会

发展阶段。

实现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是我们后代人的历史使

命和责任，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的发

展观来完成邓小平的遗愿，实现惠及全中国人民的小

康社会。

三、邓小平小康社会是渐进的、动态的发

展过程

邓小平小康社会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渐进的、动

态发展进程，1987 年，邓小平在阐述他的小康社会战

略构想时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解

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使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

水平，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随后党的十

三大确认了这个百年图强的跨世纪发展战略。这样

看来，它实际上包括了奔小康和建设小康社会两个发

展阶段。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经历 20 多年奔小康的历

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

历史性的变化。可以认为现阶段我国已进入了小康

社会的门槛，但离小平同志为我们规划的小康社会的

蓝图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为我们进入的小康是

“低水平、不全面和不平衡的小康”。［5］

进入小康社会，只是实现了邓小平“小康社会”的

第二步战略，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步，那就是拥有 1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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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进步的小康社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展望下

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

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

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

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

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

根据邓小平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的新世纪现代化建

设新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是对邓小平小康社会发展

战略思想的新发展。由此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随

后，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

今后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我们要在本世

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

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

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

从温饱到小康，从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国民经济

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再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

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都表明“小康社会”的思想内

涵在不断地深化，小康社会进度也在不断向前推进。

由此可见，小康社会不是一个点，是一个渐进、动态的

发展过程。

目前，在邓小平奔小康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当代

中国吹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2004 年十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这些都是对邓小平小康社会的继承和发展，无疑会使

小康社会进入又一轮的历史性飞跃。

从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整 个 历 史 进 程 看，从

2000 年开始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将处于小康社

会建设和发展阶段。小康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后期发展阶段（前期和中期分别为贫困和温饱阶

段），它既是邓小平第二步战略目标的终点和实现第

三步战略目标的起点，又延伸至第三步战略目标的终

点。因此，在这样的历史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

务就是，通过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完成整个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所面临的基本历史任务，使中国彻底摆脱不

发达状态，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实现社

会主义由“不够格”到“够格”、由不完善到完善、由初

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

跨越。这是社会主义实现形态的新飞跃，也将带来中

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复兴。而完成这一

历史重任，则需要我们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时

刻牢记邓小平南方谈话留下的历史性的嘱托：“从现

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

头苦干。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1］

参考文献

［1］邓 小 平 文 选（第 3 卷）［M］. 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1994.54，277 - 278，378，383.
［2］邓 小 平 文 选（第 2 卷）［M］. 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1994.314，128，208，168，250，312.
［3］杨荣 . 文明发展全面进步［N］. 光明日报，2004 - 3 -

22.
［4］邓小平在山东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R］.北京：人民出

版社，1979
［5］刘方，李振明 .论小康社会［N］.光明日报，2003 - 12 -

5.

Simply Discuss the Affluent Society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LIU Yan - hui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Fuxin 123000 China）

Abstract Basing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Chinese socialism，Deng Xiaoping’s affluent
society put forward the affluent society ，which is the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of China by combining Marx-
ism，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ina’s reality . Deng Xiaoping’s affluent society is not only a economic indicator ，

but it is also a comprehensive index . Building the all - round developing affluent society，we must insist people first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Deng Xiaoping’s affluent society is a dynamic and progressive evolution . Realizing the afflu-
ent society fully will go through a longer course that will be substantiating ，improving constantly in an all - round way.

Key Words affluent society； people firs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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