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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只阝小平为明确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目标 ,最 先使用 了
“
小康

”
概念。小康社会理论是邓小平理

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 实质是 中国式的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建筑于新
“
三步

走
”
的发展战略 ,并 详尽规划 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目标和任务 ,是 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的发展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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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社会

”
理论 ,是邓小平汲取中国传统文化

精华 ,结合中国现实国情与国际地位进行综合分析

而得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理念。在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 ,小康社会理论不断发

展和完善 ,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新一代领导集体忠诚实践小康社会思想 ,在 ⒛ 世纪

末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后 ,以
“
以人为本

”
的亲民思

想 ,在全球化、科学化的发展视野中 ,确 立了
“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
的新 目标 ,拓 展 了邓小平小康社会

理论的内涵及其实践要求 ,为 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带来了希望。

一 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
“
小康

”
一词 ,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 ,蕴含着富足、

礼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追求。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

建社会中 ,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皇权政治所规定的

严酷的等级关系 ,决定了
“
小康

”
只能是少数社会精

英的幻想和大部分苦难百姓的美好企望。不过 ,正

因为难能而显得可贵 ,千百年来 ,“ 小康
”
是对 中国

人最具吸引力的美好词汇。

为明确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目标 ,邓

小平最先使用 了
“
小康

”
概念。1979年 12月 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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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会见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 ,“ 我们要实

现的四个现代化 ,是 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不 是像你

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 ,而是
‘
小康之家

”
。他说 ,

到 zO世纪末 ,即 使中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

美元 ,与 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也还是比较落后的。那

时的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只 是一个小康的

国家[1](⒛8页 )。 这里可以看出 ,邓 小平对中国小

康发展之路的基本理念有三个方面。第一 ,规定了

达到小康的标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时

隔不到两年 ,邓 小平进一步修正了达到小康的标准 ,

指出
“
就算八百 (美 元 ),也 算是小康生活了

”
。第

二 ,这里提出的
“
小康

”
,仅仅代表中国式的现代化

水平 ,与西方 国家的现代化还存在着 巨大的差距。

第三 ,中 国的目标是在 ⒛ 世纪末实现小康。由此可

见 ,“ 小康
”
概念的提出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结果 ,

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

顺着这个思想的逻辑发展 ,1981年 ,邓 小平明

确提出了
“
小康社会

”
的概念。这年 4月 ,在 会见 日

本中日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 ,邓 小平讲到 :“ 1叨 9

年我跟大平首相说道 ,在本世纪末 ,我 们只能达到一

个小康社会 ,日 子可以过。
”
[2](1盯 页)这 次谈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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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
“
小康社会

”
概念在标准、内涵、实现途径和时

间上形成了明确认识 ,是邓小平
“
小康社会

”
理论的

基本具体化 ,即 ,两个十年翻两番 ,到 20世纪末 ,实

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美元。19H年 3月 笏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进

一步明确了对小康社会的定义 ,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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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4页 )

与小康社会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
“
小康水

平
”
。1982年 8月 ,邓 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

雷泽时表述了与 1981年 4月 谈话几乎相同的思想 ,

但这次他使用 的是
“
小康水平

”
的概念。他说 :

“1979年我回答 日本大平首相说 ,到本世纪末达到

小康水平 ,达 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
”
[2]

(226页 )相对于
“
小康社会

”
的概念 ,“ 小康水平

”
规

定的是进入小康社会的量化指标 ,其标准相当于国

际通常的中下等收人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概念表

明小康社会理论向着科学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在这种科学精神的指导下 ,国 家统计局和国家计划

委员会在征求了 12个部委的意见之后 ,于 1995年

1月 修订完成了我国人民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 ,具

体量化为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

生活环境等五个部分、16项指标1至此 ,建设
“
小康

社会
”
便取代了过去的

“
四个现代化

”
而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 zO世纪末所要达到的目标。

二 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邓小平对小康社会目标认识的不断深化和

细化 ,小康社会理论逐步发展成熟 ,形成了相对独立

而又与邓小平理论的其他方面相互联系的理论体

系 ,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康社会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形态概念。19gs

年 2月 ,邓 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列举六

个方面 ,具体描绘了小康社会的状态 ,即 人民的吃、

穿、用等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人均住房达到二十平方

米 ,就业问题基本解决 ,人 口不再外流 ,教育文化体

育等公共福利事业可以自行安排 ,人们的精神面貌

改变 ,犯罪减少等等 [3](z。 -25页 )。 此后 ,在现代

化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 ,邓 小平又分别论述了与小

康社会息息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完善、科学教育投

人、精神文明建设、各地区平衡发展、国际地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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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内容 [4](8-11页 )。 邓小平还设想 ,随着

民主政治的发展 ,“ 大陆在下个世纪 ,经 过半个世纪

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
[7](220页 )。 以上内容说明 ,

邓小平描述的小康社会是一个包括人民生活目标、

经济发展目标、政治发展 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综

合概念 ,从而构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而科学

的社会形态。

1991年 ,我 国《十年规划和
“
八五

”
计划纲要》

依据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 ,将小康社会的内涵明确

陈述为 :“ 我们所说的小康 ,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

水平 ,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 ,既

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 ,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 ,既包

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

动环境的改善。
”

小康社会的实质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是 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发展目标。邓小平最早提出

小康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准确定义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目标 ,所 以小康社会的实质是实现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这就是说 ,中 国式的现代化 ,与西方发达

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差距 ,中 国人民追求民族

复兴的强国之路 ,必然依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宏伟目标来完成。为此 ,邓 小平在确立了⒛ 世纪后

⒛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翻两番实现小康的现实路

径之后 ,进一步规划了
“
三步走

”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发展战略。他指出 :“ 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

是第三步 ,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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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zz6页 )。 这个跨世纪的战

略构想 ,得到党的十三大的明确确认 ,十三大的报告

指出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 国的经济建设

的战略部署大体上分三步走。第一步 ,实 现国民生

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 ,到本世纪末 ,使 国

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 ,人 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 ,到 下世纪中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 ,人 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

化。
”
可见 ,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

性发展目标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重要发

展阶段。

小康社会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包括三层含义。其一 ,“ 不坚持

社会主义 ,中 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
[3](6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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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 :“ 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 ,就要回到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 ,不要说实现
‘
小康

’
,就连温饱也没

有保证。
”
[3](206页 )其二 ,小康社会是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追求共同富裕的社

会发展阶段。
“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

础的 ,是共同富裕 ,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 ,是人民

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
”
。其三 ,通过建设小康

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可 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他指出 :“ 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

人要依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在本世纪内达到了

小康水平 ,那 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 ;到下世纪中叶

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 ,就会进

一步地说服他们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

到自己错了。
”
[3](204贡 )

三 小康社会理论的发展与深化

十多年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

集体带领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奔小康 ,终于在⒛ 世纪

末进人了小康社会。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制定的 16

项小康水平指标 ,我 国在 ⒛00年从总体上已经实现

了96%,除三项指标没有完全达标外 ,人 民生活总

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十六大报告指出 ,“ 经过全党

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我 们胜利实现了现代

化建设
‘
三步走

’
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 目标 ,人 民

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然而 ,我们
“
现在达到

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

隶
”

,“ 巩固和提高 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 ,还需要进

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
。据此 ,党 的第三代领导集

体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 ,在新世纪之

初 ,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不仅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指明了新的历史任务 ,而且顺应

历史发展的要求 ,拓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 ,丰富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起来 ,我 们可以

看到 ,十六大报告至少从以下两点表明了对小康社

会理论的发展。

第一 ,进 一步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建筑于

新1三步走
”
的发展战略。早在党的十五大上 ,第三

代领导集体依据我国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的实施进

展 ,提 出了新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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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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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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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此 ,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果断指出 :“ 从新世纪开始 ,我

国将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
[5]

第二 ,详尽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目

标和任务。十六大报告指出 :“ 我们要在本世纪头
20年 ,集 中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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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代领导集体还结合我国具体

国情 ,提 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到⒛⒛ 年 ,在经济

方面 ,现实国内生产总值比⒛00年翻两番 ,综合国

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在政治方面 ,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民主 ,完备社会主义法制 ,全面落实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 ;在文化方面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

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宸。所有这一

切 ,为小康社会理论注人了新的内容 ,那 就是
“
以人

为本
”
的科学发展观 ,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参考文献 :

[I]邓小平文选 :第 2卷 [M⒈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94。

[2]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M⒈ 北京 :中 国文献出版社 ,1998。

∶3]邓小平文选 :第 3卷 [M⒈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93.

[4]吕 书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M⒈ 北京 :新华出版社 ,zO02,

[5]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R⒈ 人民日报 ,zO00-lO-19。

[责任编辑:苏 雪梅]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