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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

书记首次提出“我们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

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新

论断之后，“中国式现代化”旋即

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并成为学

术研究的焦点之一。不言而喻，

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意义

非凡，它是近现代中国人民执着

探索、不懈追求的重要目标。一

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

斗，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推进

并全面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项

艰巨、伟大的事业。其中，作为中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式

现代化进行的重要探索，具有不

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富于洞见

地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

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

代化，明确提出到二十世纪末‘在

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

师，也是首先用小康诠释中国式

现代化的领导人和中国式现代化

理念的重要奠基人。在他的领导

下，中国实现了从追求西式现代

化到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

展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深

刻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中

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大突破，也在

实践上为中国后续数十年的经济

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

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不能简单模仿

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为此，他强调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本国的

实际情况，并在 1979年 3月 23日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使

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概

念，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与

西方不同。他直言不讳地表示，

“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

词：中国式的现代化”，理由是：“到

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

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

可能很高。”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首位用小

康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领

导人，邓小平是在与西方发达国

家现代化相比较并立足于本国的

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论断的。

1979 年 10 月 4 日，在中央召集的

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

邓小平首次公开阐述提出“中国式

的现代化”论断的基本动因：“我们

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

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

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就

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

标。”同年12月6日，在回复来访的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你们的目

标究竟有多大？”的提问时，邓小平

坦率地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

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

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

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由此强

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目

标的合理性。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

化的起点是“底子薄”，即经济基础

相对薄弱，且面临“人口太多”的双

重国情挑战。因此，他反对盲目模

仿西方，主张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的现代化之路。为此，邓小平调

整了发展目标，提出了建立“小康

社会”的概念，并设定了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的

具体量化指标。这一目标既体现

了雄心壮志，又具备可行性。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推动了一系

列基于国情的改革举措。其中，最

为人所知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实施，这项改革极大地提高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设立经

济特区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效

地吸引了外资和技术，加速了经济

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些举措体现

了邓小平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思

想精髓。

还须强调的是，邓小平“中国

式的现代化”这一论断的问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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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转型的
首要推动者

理论琼崖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