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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间内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正确

与否,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三代领导

核心,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紧紧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性地进行了探索和发展,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三者各有侧重,又一脉相承,辩证发展。 

    

    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比较 

    

    战略目标是人们想要达到或实现的整个发展战略的方向,是战略主体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关于全面发

展的奋斗目标。战略目标是战略的主干,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等都是根据战略目标制定的。战略目标能

否实现,关系到战略全局。为此,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都十分

重视战略目标的制订,并花费巨大心血,孜孜不倦地进行了探寻,提出了各有侧重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内

容。 

    

    1949年,毛泽东在《共同纲领》中把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

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随后,毛泽东就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思路进行了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

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

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至此,一个以“四个现代化”为主体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形成。 

    

    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面对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发展和具体化。1979年10月,

邓小平指出: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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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对21世纪的发展目标进行了构

想:如果届时能够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可以“再花30年到50年的时间,接近发达国家

水平。”并特别指出:“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1987年12月,他强调到21世纪中叶

的目标是:“建设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秉承毛泽东、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提出了阶段性的具体战略

目标。他在“五·三一”讲话中强调,我们党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进

一步明确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是涵盖本世纪头20年,是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

下阶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至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被正式确立

为战略目标。 

    

    三代领导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虽提法有所不同,但思想是具有继承性的。表现在: 

    

    1、目标设计的落脚点相同。三代领导核心在战略目标的设计上,都是为了迅速增强国家实力,尽快

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早日实现现代化,因此,不断改善和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和地位,推动

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和最终目标的实现,是三代领导核心制定战略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属。 

    



    2、目的一致。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构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的

宏伟的工业化蓝图,集中反映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是我国经济复兴的伟大纲领,为中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把握中

国现代化建设内在规律和准确理解现代化的内涵,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及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实事

求是地提出了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

导集体,围绕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以现代化建设规律为指导,在对现状进行定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三代领导人制定的经济建设发展目标尽管表述不相同,三者的目的都是在我国经济

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追赶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愿望和决心。 

    

    由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因而其主持制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在侧重点、进程

和标准上也有所差异: 

    

    1、目标的侧重点与进程不同。毛泽东以赶超英美为近期目标和重点,急于求成;邓小平则根据现实

情况,不断修正、调整战略目标,把目标重点由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调整为达到小康水平,21世纪中

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曾准备21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体现了务实和

循序渐进的思路;江泽民以历史总结为基础,以与时俱进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提出了21世纪前20年

的进程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 

    

    2、目标的标准不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以重工业产品产量为具体标准来设计的,尤其注

重以钢产量为比较的尺度。邓小平设计的战略目标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是多元化的发展目标,

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量化的标准,用了“温饱”、“小康”这些和人民生活密切的词来描述战略目标,

使人们自觉地意识到我国的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从而增强了实现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

江泽民提出的战略目标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

化相统一的目标,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的新阶段,体现我国发展战略的新概括。 

    

    二、经济发展战略步骤比较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制定一个既切合实际、反映时代要求,又能激励群

众、凝聚人心的战略步骤。三代领导核心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责任,围绕战略目标,不约而同

地选择了“三步走”的实施步骤。 

    

    毛泽东的“三步走”强调第一步通过“一化三改造”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步,为实现现代化奠定

物质基础;第三步,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邓小平的“三步走”则是第一步用10年时间使国民生

产总值在1980年基础上翻一番,或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50美元左右提高到约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

问题,这是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均达到800美元到1000美

元,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继续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4000美元,接近或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江泽民在邓小平“三步走”的基础上根据新世纪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新三步走”,即21世纪的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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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再经过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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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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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领导核心都以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以中国的国情为出发点选择

了“三步走”,三个“三步走”战略无论从构想的理论依据、出发点、具体内容还是实现方法上,都有相

同之处。 

    

    1、三代领导核心对实现现代化进程的设计时间基本一致。从“三步走”的具体内容看,三代领导核



心对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时间估计大体上是接近的。毛泽东预计用100年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

小平设想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经济发展目标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世

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将邓小平设计的第三步进一步进行了细化,但在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时间设计上与邓小平保持高度一致。 

    

    2、三种“三步走”步骤是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三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和实践,使中国在较

短时间内建立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也

为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

我国实际出发,对三步走的历史阶段重新进行划分,科学地构思和设计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以

当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我国现代化的综合指标,在时间上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

中叶,有效防止了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盲目现象,是对毛泽东三步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社会主义

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更准确反映了我国国情,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这是毛泽东三步走战

略实践探索发展的必然结果。江泽民同志的新“三步走”战略是对邓小平大“三步走”中第三步进程的

进一步展开,它对我国进入小康社会后,如何分2010、2020、2050三个阶段,逐步达到现代化目标,进行了

进一步的总体规划。 

    

    继承是同宗同源,发展是差异创新。比较三种“三步走”步骤,具有以下明显的差异性: 

    

    1、时间跨度不同。毛泽东的三步走设计时间从新中国建立到21世纪中叶,跨度长达100年。邓小平

的三步走设计时间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中叶,跨度为70年。江泽民的三步走设计时间从21世纪初到世纪

中叶,跨度为50年。三步走时间跨度差异固然有制定起点时间不同的原因,但其中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逐渐具体、系统、现实的发展历程。 

    

    2、内涵不同。毛泽东提出的三步走步骤很粗糙,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是一个比较粗枝大叶的设想,对

于分三步走的必要性、相互间的关系都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在实践中也缺乏详细、周密、可行的

战略部署,缺乏近期和远景规划,缺乏一整套相适应的基本政策;对国情的分析和国力的认识也局限于解

放初的水平。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任务,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兼顾生产

与生活,把发展国民经济同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把每一步骤的战略目标,都量化为一定指标的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并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现实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体现了雄心壮志与实干精神的统

一,远大目标与现实步骤的统一,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江泽民则把邓小平设计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

做出新的规划，明确新的分三步加以实施的目标和任务，这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全面规划

党和国家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蓝图是非常必要的，为我们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 

    

    三、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比较 

    

    战略重点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之所在。三代领导核心紧紧围绕自己确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结合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不同的战略重点。 

    

    毛泽东的战略重点总的是要求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具体体现有三: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1956

年,毛泽东指出:“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二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

发展农业相结合,“两条腿走路”。毛泽东提出了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著名观

点。1957年1月,他又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三是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1959年7月,

毛泽东提出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的思想，随后制定了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 

    

    邓小平在战略重点上进行了调整提出以重点带全局的战略思想。他提出我国的战略重点应该:“一

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他强调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中国社会

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他同时亦强

调应大力发展能源、交通，加强基础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他指出“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

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年到二十年，宁肯



欠债，也要加强。”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

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

行。”他要求必须把科技和教育放在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上。 

    

    江泽民在战略重点上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提出了五个要点:一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他在党的

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2001

年2月,他在海南省视察时又强调指出要坚持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

题。二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他指出:“要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定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加快

实现高技术产业化。”他还强调“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

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三是提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

他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巩固社

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将“三个有利于”具体化为“四个是否”,作为判断国企改革成

效和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四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他指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

工程,也是空前艰难的历史任务。……我们要下定决心通过几十年的乃至整个下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

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并在世纪之交,作出了西部大

开发的重要战略决策。五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他在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

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

路子”。并要求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实现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保护好资源环境

和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上述三代领导核心战略重点的内容可见,共同之处就是都强调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这符合中国

的国情。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我国经济落后,农业对工

业发展的制约作用就更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

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并告诫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邓小平也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主

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提出了农业实现“两个飞跃”的理论,指明了我国农业改革

和发展的方向。江泽民同样注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坚持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把农业问题深化为

“三农”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化解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共同之处,但是战略重点上也有明显不同的侧重。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探索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并明确提出了在以重工业为

重心的前提下，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以重工业为重点，特别是把钢铁工业作为

战略重点的核心来抓，集中体现了“以钢为纲”开展经济建设的思想。邓小平在重视农业基础地位的同

时，抓住了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强调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其作为增强经

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来抓。并提出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把科技和教育放在

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上。实践证明，邓小平对三个战略重点的确定，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是科学合理，

切实可行的。江泽民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根据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根据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思想，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针对人口

多、资源不足的情况，适应时代要求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了整体上搞

活国有经济的战略。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的探索是全方位和多侧面的，在探索中提出的思想具有非常

宝贵的理论价值，为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和实践上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教训，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探索实践的必然结果。江泽民不仅始

终贯彻和继承了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而且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进行了丰富、发展和创新，

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作出了许多新决策。三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

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探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结晶。 

    

    

    

    罗晴,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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