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标志着“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

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

设的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创造性

的理论”突破，更预示着中国现代

化战略从原先追求与西方发达国

家并驾齐驱的现代化模式，转变为

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

化的深刻转变。质言之，邓小平通

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

一系列实践探索，不仅为中国式现

代化指明了方向，推动了中国现代

化战略的转变，充分彰显了中国式

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独特魅力，而

且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式现代

化的新的现代化路径选择。邓小平

的这一思想和实践，至今仍对中国

乃至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

的影响。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

者，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性贡献，不仅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上

的创新突破，更在于他创新性地将

“小康”设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

标，体现了他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式

现代化发展目标的科学、理性设

计。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

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

“小康之家”这一具有浓厚中国味

儿的概念作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

化”的目标并将其量化为“国民生

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的具体指

标。此后，在与国内外人士交谈

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式的现

代化”就是“小康”，即“小康之家”

“小康社会”“小康生活”。他坚持

用“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等重要指标来定位“小康”，

并在1981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到

本世纪末“争取人均达到一千美

元，最低达到八百美元”的经济目

标，以实现“小康生活”。值得注意

的是，1984年 3月 25日，邓小平在

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首次

正式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

小康社会的目标，并解释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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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3月7日全

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

平首次尝试从质的角度，将“小康”

定性为“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

的水平。1986年 6月 18日和12月

14日，邓小平在会见海内外宾朋时

再次从质的角度重申了“小康社

会”“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的典

型特征。

通过创造性地引入“小康”这

一极富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并能充

分彰显其灵活应变与稳中求进战

略智慧的概念，邓小平不仅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的

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充实和丰富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为中国的

现代化蓝图确立了一个具体而又

切实可行的目标、量化与质化并重

的发展导向，还为全国人民绘制了

一幅贴近民生、充满希冀、亲切可

感的未来图景，极大地增强了人民

群众对现代化进程的认同与参与

意识，深刻引领并影响了中国现代

化的方向。邓小平对“小康”目标

的创新性设定，不仅为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

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石。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时，充

分认识到这一历史进程的长期性

与复杂性，创造性地设计并领导制

定了分步骤、分阶段的“三步走”发

展战略，在此基础上趟出了一条符

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

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

府副首相格拉的会谈中，第一次提

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经济发

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

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

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

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

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

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

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

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

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

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

志。”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

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

盖里时的谈话中重申：“我国经济

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

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

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的水平。”1988 年 6 月 3

日，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

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的谈话

中，邓小平将“三步走”发展战略进

一步具体化为：“第一步是达到温

饱水平”“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

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下个世纪

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1989年9月4日，邓小平

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

二、“小康”目标的创新性设定

三、“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创造性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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