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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华民族实现百年强国梦想的最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在中国追求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完善,先后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再到“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历史演进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既是伟大战略目标,又是

科学理论体系.在表现形式、历史任务和具体内容三个维度体现出阶段性、复合性、结

构性等特征.从文明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为世界贡献

了富含中国智慧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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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近现代史,现代化是一场触及人类社会诸多领域的深刻变革,已成

为各个大国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在此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视作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将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列入国家战略,〔１〕是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百年强国梦想的最集中体现.结合中国共产党现

代化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更加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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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并揭示其主要特征,进而更好阐释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在世界历史进程中

的价值和意义.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历史演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呈现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脉络,最早可

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在１９２０
年代就提出,中国若要摆脱贫困、发展实业、增加富力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才

能实现.〔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已然产

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献中已经常使用 “近代化”“现代化”的概念.
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中国若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通过革命的形式创造统一

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

所说:“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

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

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

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

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

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

化开创了统一稳定的政治环境,开启了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进程.纵

观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其总是伴随一定的制度条件,又与制度变迁密切

相连.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强国目标的核心是追求国家层面的经济现代

化.在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明确指

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

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

工业国家.”〔４〕１９５０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逐步转向现代化,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

国防现代化.”〔５〕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也正式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６〕但是,从“１５６项工程”“以钢为纲”、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政策、方针来看,
其目标指向仍然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最终建成一个现

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确立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强

国思想.按照邓小平最初设想,要在２０世纪内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７〕.后来,出于更加务实的考量,在正式文献中,“社
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提法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小康社会”的概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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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目标的具体化.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６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问及邓小平对于中

国现代化建设的构想时,邓小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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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而是‘小康

之家’.”邓小平认为,到２０世纪末期中国的现代化能够达到某种目标,例如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达到第三世界国家比较富裕的水平.但是,同西方发达

国家相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中国到那时也只能是处于“小康状态”.〔８〕如果

说此时“小康社会”构想还不够明确具体,那么到１９８４年邓小平的思路更加清

晰,标准更加实际,他指出:所谓小康,就是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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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邓小平取用传统典籍中的“小康”概念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具体化.
既有与民生息之意,也是在向世界昭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独特之处.第一,从
价值主体来看,“小康社会”的概念,实际上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注重“强
国”与“富民”的有机统一.〔１０〕与毛泽东时代的“大仁政”优先于“小仁政”的观念

有所不同,现代化的成果从国家主导转向更加惠及人民.第二,从制度取向来

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达
到小康水平是一个最低目标,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仍然摆脱

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则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

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

社会形成不了.”〔１１〕第三,从波及范围来讲,“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场更加广泛

的社会变革.叶剑英在１９７９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

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要改

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高

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革命理想和

革命道德风尚,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
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１２〕

“小康社会”因为简洁明了的概括而深入人心,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四个现

代化”的含义.现代化从主体、范围到属性的变化,更加能够满足人民的获得感

和参与感,也就更加能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不断总结改革开放以

来的历史经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得到全面深化.一是把社会主义现

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中国梦的本质在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内在统一的关系.二是为实现总任务和总目标,确定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现代化强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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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更有针对性与操作性.三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认为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在这一

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正式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升为

国家战略,正式开启了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

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１３〕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思想成为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
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思想.从毛泽东时代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为核心的“四个现代

化”,到邓小平时代“小康社会”的“四个现代化”、再到新时代全面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确立,充分体现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

理论品质.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既是伟大战略目标,也是科学理论体系,具有追求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强国的三重逻辑支撑,在表现形式、历史任务和具体内容三

个维度体现出阶段性、复合性、结构性的思想特征.
第一,从表现形式来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在目标与步骤安排上具有

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阶段性特征,根源于中国现代化面临

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毛泽东时代,“一穷二白”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党的八大

确定,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

之间的矛盾,已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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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最切实

的追求.按照毛泽东的构想,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正式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建立一个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１４〕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要矛盾演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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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强国”的目标由国家层面转向基层,更加关注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设小康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党的十二大确定了“翻两

番”和分两步走达到小康水平的阶段性安排.到１９８７年４月,邓小平在“两步

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即第一步从１９８０年到

１９９０年,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

步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再用十年左右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

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从２１世纪初到２１世纪中叶,再用５０年左右的

时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１５〕在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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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上,江泽民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

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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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

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１６〕

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新两步走”以及“两个一百年”的现代化发展战

略.１９８０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４５８７．６亿元,人均４６８元,到２０１６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７４．３６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达到５．４万元.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发展,小康社会已经基本实现.根据一系列重要指标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将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区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

个阶段,从２０３５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１７〕将“两个一百年”
奋斗时间表提前,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体考量.所以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系列思想实

际是中国现代化阶段性任务的再出发与再创造.
第二,中国共产党面临双重历史任务,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复

合性.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分别爆发于１８
世纪末到１９世纪中期的英国和法国,继而牵动了整个世界的变革.〔１８〕一方面,
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既有政治革命的理想诉求,又面临完成经济革命的现实需

要.双重历史任务交汇在一起,以复合叠加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

进程伴随着三次工业革命的交汇,造成中国现代化的内部紧张.政治革命的复

杂性与经济革命的紧张性的交织,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复合叠加型的状

态.〔１９〕

由此决定,中国共产党实际面临着经济与政治上的双重历史任务:一个是经

济目标,即实现现代化;一个是政治任目标,即达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

曾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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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

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

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２０〕邓小平则将共产主义

理想阶段化为“小康”这一更加务实的目标.但这一目标并未脱离社会主义轨

道,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现代化.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

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

提.”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现

代化建设事业.〔２１〕“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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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２２〕习近平在十九大报

告中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

好生活的必由之路.”〔２３〕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可以看

出,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个维度的紧密联结,对社会主义的

认识也始终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是结构性的整体.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一个成系统的整体.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重要方面.其中,物质文明主要依靠经济现

代化实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和基础;政治文明是党的领导、人民民

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精神文明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坚持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以构筑文化强国;社会文明以公平正义为根本目

标,旨在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生态文明则是要保障人类生活空间,实现人与

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五个方面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而又相

互制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从构成要素来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内在的结构属性.结构可以视

为一种关系,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各种结构要素又都有自己的整体

性.〔２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结构上包涵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组

成部分,对应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种基本价值.五个部分呈现复杂的

系统关系,既有内在联系,又各自独立、自成系统.以经济现代化为例,既要看到

经济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也要看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身的系统性,
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同步发展.把握好这种结构性

与整体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实现的内在要求.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的世界意义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存在形态的重要特征.阿诺

德汤因比曾从多线式的历史图示出发,将５５００年的人类文明划分为３３大

类.〔２５〕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文明基本都来自于农业基础,属于静态的农业文

明.１８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之后,工业文明逐步替代农业文明,西方国家率

先获得了现代化的优势.无论从概念还是实践来看,现代化都带有深厚的西方

烙印,文明的多样性开始受到挑战.由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最早实现了现代化,所
以“现代化”也常常被视为落后国家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我国“五四”
时期知识界经常用“西化”与“欧化”来指称现代化.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

范围出现更广泛的现代化浪潮,尤其是东亚以及拉丁美洲等新兴国家的现代化

极大丰富了人民的认知.人们逐渐意识到,已不能用单一的、传统的西方现代化

模式解释人类历史的这一巨变,即使同为西方国家,英、法、美、德等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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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不尽相同.单一的西化模式转向多元的现代化模式,被视为文明多样性

焕发新生的标志.〔２６〕在冷战时代把现代化进程视作落后国家向西方模式转变的

过程越来越受到质疑.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思维的淡出,现代化作为一场触及人

类社会各个领域、不可避免的深刻变革,已经越来越具有价值中立客观的普遍意

义.
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现代化道路必然具有选择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启

动较晚,但也经历了艰难的选择过程.从洋务运动的失败,到国民政府全面现代

化计划的流产,绵延百年,历经列强纷扰、战乱频仍,终难实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成立曾被世界寄予很大期望,起初是引入苏联模式而建立现代化国家,后来又以

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现代化实验而举世瞩目.世界始终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新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２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始终坚持社会主

义政治方向.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与苏联改革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不同的价值

取向决定了两国现代化命运的差异.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苏联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的改革实质上是要“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改革的目的则在于“深刻

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我们这个

制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

道主义性质.”〔２８〕但是,苏联的改革非但没有使苏联走上“最现代化”的道路,反
而导致了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其重要原因在于试图走西方模式现代化道路.
苏联曾经开创了不同于英法等国的现代化道路,但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改

革和现代化的历史道路上仍然艰难地实现着现代化的目标.〔２９〕

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性不代表抛却自身的特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吸

收借鉴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的创造过程.正如有学者所言:西方现代化是西方

历史的产物,当现代化向全球扩张之后,西方模式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也随之

全球化.但是,各个地区均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又必然从自身

传统出发而舍掉不适合自身的东西.〔３０〕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崛起,
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是对世界多元现代化模式的丰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论述了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的重要意

义.一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强国,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

机与活力.２０１５年,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

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７亿多农村贫

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

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个成

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３１〕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

为现代化强国,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方案.传统的西方现代

化模式多属于内源自发型,而苏式现代化强制干预色彩更浓.中国作为后发国

家,在实现赶超过程中,逐步探索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五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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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协调并进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思想,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

有借鉴意义.三是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因其古老独特文明向现代文

明的成功转型,再次昭示了文明交融互鉴的可能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

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

力.”〔３２〕中国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对其他文明形

态的吸收借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体现的是文明的交融,而非“文明

的冲突”.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也丰富了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

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
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

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

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３３〕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独特的问题和

任务,每一种现代化模式都不能成为其他社会的范本.只有把握现代化的基本

规律,结合自身传统,积极借鉴融合,才能找到真正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

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世界意义所在.

注释:
〔１〕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现代化”４７处,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１４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５处.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２〕陈独秀:只有在生产和分配方面废除资本主义,“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

况”.见«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９卷第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李大钊:“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

主义之实行.”见«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４５－４４６页.

〔３〕«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８０页.

〔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６０５页.

〔５〕«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简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７页.

〔６〕〔１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９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４２３、４２３－４２４页.

〔７〕〔８〕〔２１〕«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５－８６、２３７、１６４－１７３页.

〔９〕〔１１〕〔１５〕〔２２〕«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４、６４、２２６、１３８页.

〔１０〕邓小平以发展较快的苏州为例,具体描绘了小康状态:“至于人民生活,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

平,比现在要好得多.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

下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

当地的生活;第二,每个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学教育普及了,自己拿钱办教育;第四,人

—４２—

学术界２０１８．４学术探索



民不但吃穿问题解决了,用的问题,什么电视机,新的几大件,很多人也都解决了;第五,人们的精神面貌

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还有别的,我也记不清了.这几条就了不起呀! 现

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

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第８８－８９页.

〔１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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