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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谢 伏 瞻

摘　要：“小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 想。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小康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辉煌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关键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２１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大大拓展了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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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是中国人民

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适值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和

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渊源及含义

“小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憧憬。但是，长期以来，受生产力落后和私有制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古代劳

动人民的 “小康”愿望始终无法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确保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即将如期实现。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

“小康”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 《诗经·大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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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中就有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康”意为 “安”，“小康”即 “小安”，

原意为召穆公劝周厉王 “小省赋役而安息之”，即减少赋税徭役可以使人民得以喘

息，生活安定。① 这里的 “小康”主要指百姓的生活状态。

至汉代，“小康”从百姓的生活状态演变为儒家提出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

描述了孔子心中的 “大同”社会和 “小康”社会。“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

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 不 出 于 身 也，不 必 为 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

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

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

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

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

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②

此后的典籍中也出现过 “小康”一词，如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裴松之注

曰：“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③ 唐

代 《大历八年夏至大赦文》记载：“关辅之内，农祥荐臻，嘉谷丰衍，宿麦滋殖。闾

阎之间，仓廪皆实，百价低贱，实曰小康。”④ 《旧唐书·牛僧孺传》中有奏曰：“臣等

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

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⑤ 明成祖朱棣重

视发展经济，勤政爱民，善用人才，振兴文化，曾言：“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⑥

这些史料中出现的 “小康”基本延续了上述两个层面的含义。而且，无论是理论上还

是实践上，这两个层面都不矛盾：只有经济社会取得较好发展，百姓才能生活安定。

“小康”描述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平稳发展，政治较为

清明，社会相对安定，文化受到重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古人对 “小康”的构想

还包含了 “安民”“保民”“利民”“富民”等重视民生的思想，为当代中国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素材。我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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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中的 “小康”并非终极目标，而是阶段性目标，它为追求更高的 “大同”世

界创造条件。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限制，无论是 “小康”还

是 “大同”世界，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更多体现为人们的美好愿望。

（二）新中国成立后小康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整个国家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迅速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在短期内完成了土地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１９５４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１９６４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

议，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完整地

提出了 “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和 “两步走”战略，在２０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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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领导

下，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并从零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劳动保护、合作医疗和住房保障等惠民制

度，民生保障事业得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充分意识到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及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 出 了 “小 康”目 标，开 启 了 全 面 建 设 小 康 社 会 的 征 程。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 “小康”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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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是 ‘小 康 之 家’。”①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

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

化”。②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道，“我们摆在第

一位的任务是 在 本 世 纪 末 实 现 现 代 化 的 一 个 初 步 目 标，这 就 是 达 到 小 康 的 水 平”，
“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③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同志会见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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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将 “小

康”作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目标，是对 “四个现代化”和 “两步走”战略的创新性继

承，更符合我国发展实际，也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党的十二大正式将

“小康”目标确定为党的 行 动 纲 领。党 的 十 三 大 确 立 了 “三 步 走”战 略 构 想：第 一

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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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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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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到１９９０年底，在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

对小康水平进行了更加明确的定义。“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

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个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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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自此，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可操作性也越来越强。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三步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于２０００年超额完成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的任务，人民生活实现了总体小康。

然而，此时的总体 小 康 “还 是 低 水 平 的、不 全 面 的、发 展 很 不 平 衡 的 小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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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为此，党的

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

全面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大赋予了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新的时代内涵。“到二〇二〇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

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

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

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

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

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④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

大人民群众新期待，在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的目标要求，赋予 “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

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⑤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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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 会 建 设、

生态文明建设”，“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我们既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①

“全面建设”与 “全面建成”虽一字之差，却蕴含着内涵的深刻变化。“建设”体

现为过程，“建成”则体现为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提出解决人民

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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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擘

画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到

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

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②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新时代 “两步走”战略安排，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其之后党和国家的发展明确

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从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统筹城乡民生保

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方面，为在更高水平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新蓝图。《建

议》积极回应亿万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首次提出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

品质等方面，提出了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行动指南。

全面小康的核心要义是 “全面”，体现为 “五位一体”的全方位进步。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 ‘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

的是 ‘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

持续性。”“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

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③ 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全面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建共

享的小康。我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没有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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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难点和关键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着力转方式、补短板。一方面，要着力解

决好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尽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

面，要尽力补齐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领域等突出短板。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

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①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点更具现实意义。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小康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不断丰富的。从 “实现温饱”到进入 “小康生活”，到 “全面建设”，再到 “全面建

成”，建设小康社会思想不断发展，目标越来越明确，内涵越来越丰富，要求也越来

越高。实践证明，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变化，符合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远见

卓识，深刻反映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

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任务，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新发

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

坚战，我国经济更加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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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辉煌成就。

（一）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即将完成。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基本 标 志，也 是 社 会 主 义 的 本 质 要 求。按 照 当 年 价 现 行 农 村 贫 困 标 准 衡 量，

１９７８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约７．７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９７．５％，② 占当时世界贫

困人口近四成。③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大规模扶贫开发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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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 《在 党 的 十 八 届 五 中 全 会 第 二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节 选）》， 《求 是》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４０
年经济社会发展 成 就 系 列 报 告 之 五》，２０１８年９月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ｚｔｊｃ／ｚｔｆｘ／ｇｇｋｆ４０ｎ／２０１８０９／ｔ２０１８０９０３＿１６２０４０７．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１９８１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 比 重 约 为３８．２９％。参 见 魏 后 凯、潘 晨

光编：《中国农村发展报告：聚焦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２０１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７页。



准扶贫，使７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２０１９年末，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至

５５１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０．６％；“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减少至４３万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２％，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２３日，全国８３２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１９８１—２０１２年，我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全球

减少贫困人口的７１．８２％，① 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

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脱贫成效和经验赢得世界广泛认可。

贫困地区 农 民 收 入 大 幅 提 高，生 产 生 活 条 件 明 显 改 善。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我 国

８３２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６０７９元增加到１１５６７元，年均增长９．７％，高

出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２．２个百分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

纯收入由２０１５年的３４１６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９８０８元，年均增幅达３０．２％。农村贫

困人口收入结构趋于优化，劳动收入占比稳步提高，自主脱贫能力显著增强。农村

贫困人口 “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 “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得到解决。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我国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村村有卫生

室和村医，１０．８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

９９％，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９８％。②

（二）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 了 经 济 长 期 快 速 发 展 的 奇 迹，国 内 生 产 总 值 （ＧＤＰ）

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１９７８年，我国ＧＤＰ
约为３６７９亿 元，仅 相 当 于 同 期 美 国 ＧＤＰ的６．３％，约 占 世 界 经 济 总 量 的１．８％。

２０１９年，我国ＧＤＰ接近１００万亿元，达到同期美国ＧＤＰ的６７％，占世界经济总量

的比重超过１６％，稳居世界第二位。③ 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我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３０％。１９７８年，我国人均ＧＤＰ约为１５６美元，不仅大大低于同期世

界平均水平，甚 至 不 到 撒 哈 拉 沙 漠 以 南 非 洲 国 家 平 均 水 平 的 三 分 之 一，居 全 球 第

１３４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２０１９年，我国人均ＧＤＰ突破１万美元，稳居

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大踏步地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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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培林、魏后凯主编： 《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 （２０１６）》，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４页。
参见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 《人民日

报》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第２版。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ｗｗｗ．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ｓｈｉｈａｎｇ．ｏｒｇ）。
参见林兆木：《穿越风雨，中国信心更足 （口述历史———４０年，中国更精彩 （１２））》，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第３版；宁吉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

性进展　决战决胜实现目标必须加快补短板》，《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４日，第１１版。



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１９７８
年的１７．９％，提高到２０１９年的６０．６％，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镇。① 现代化经济

体系基本 建 成，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从１９８１年 的３３．４∶４４．８∶２１．８，转 变 为２０１９年 的

７．１∶３９．０∶５３．９，② 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跃升，是世界上唯一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第一位。科技

实力显著提升，一些领域从跟跑向领跑转变，彻底改变了科技水平全面落后的局面。
自２０１３年起，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

位。③ 专利申请数和 授 权 数 连 续９年 位 居 世 界 首 位，２０１９年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到

５９．５％。④ 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 “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 路 密 布，高 坝 矗

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⑤ 我国

已基本建成现代综合交通体系，高铁营业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均居世界第一位。
亿万农民 “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变为现实，开始享受 “城货下乡、山

货进城、电商进村、快递入户”的双向运输服务。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家财政实 力 极 大 增 强，１９７８年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首次突破千亿元，到２０１９年已 超１９万 亿 元，为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提 供 了 强 大 资 金 保

障。城乡居 民 收 入 持 续 快 速 增 长，２０１９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３０７３３
元，收入来源更加多元。⑥ 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稳

步提高，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消费质量明显提 高，

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２１５５９元，恩格尔系数降至２８．２％，消费结构从

温饱型、小 康 型 向 富 裕 型、享 受 型 转 变。⑦ 城 乡 居 民 居 住 条 件 和 质 量 显 著 提 升，

２０１８年城镇人均住 房 建 筑 面 积 达３９平 方 米，农 村 人 均 住 房 建 筑 面 积 达４７．３平 方

米，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８０００多万套，帮助２亿多群众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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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农业农村部：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超６０％　到了把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用于 “三

农”的 时 候》，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ｎｅｗｓ，ｂｗｋｘ－２０２００９－
４５９７０６９．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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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７／ｔ２０１９０７２３＿１６８０９７９．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参见 《我国创新指数居世界第十四位》，《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第１２版。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
第２版。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参见国 家 统 计 局：《２０１９年 居 民 收 入 和 消 费 支 出 情 况》，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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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困难。① 坚持把就业作 为 最 大 的 民 生，实 施 就 业 优 先 政 策，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调查失业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三）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 治、文 化、社 会、生 态 文 明、

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为我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

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 实 践 基 础 上 的 制 度 创 新，坚 持 和 完 善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实 际 出 发 及 时 制 定 新 的 制 度，构 建 了 系 统 完 备、科 学 规 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各方面 制 度 更 加 成 熟 定 型。社 会 主 义 民 主 政 治 取 得 重 大 进

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发 展 道 路，为 实 现 最 广 泛 的 人 民 民 主

确立了正确方向。党的领导、人 民 当 家 作 主、依 法 治 国 有 机 统 一 的 制 度 建 设 全 面

加强。不断健全党总揽全 局、协 调 各 方 的 领 导 制 度 体 系，坚 持 为 人 民 执 政、靠 人

民执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显著提高。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 健 全 民 主 制 度，丰 富 民 主 形 式，拓 宽 民 主 渠 道，支 持 和

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行 使 国 家 权 力 的 制 度 更 加 完 善，人 民 依 法 享 有 和 行 使

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 富、渠 道 更 加 便 捷、形 式 更 加 多 样；程 序 合 理、环 节 完 整

的协商民主体系更加完备，社 会 主 义 协 商 民 主 的 独 特 优 势 得 到 充 分 体 现；最 广 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不 断 巩 固 和 发 展，政 党 关 系、民 族 关 系、宗 教 关 系、阶 层 关 系、

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坚 持 各 民 族 一 律 平 等，坚 持 共 同 团 结 奋 斗、共 同 繁 荣

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 加 完 善，民 族 地 区 加 快 发 展，各 民 族 生 活 水 平 显 著 提

高；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满 活 力，广 大 群 众 充 分 发 挥 在 城 乡 社 区 治 理、基 层 公 共

事务和公益事业中的自 我 管 理、自 我 服 务、自 我 教 育、自 我 监 督 作 用。全 面 推 进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加 快 建 设 法 治 国 家、法 治 政 府、法 治 社 会，坚

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 民 守 法，科 学 的 法 律 法 规 体 系、高 效 的 法

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 督 体 系、有 力 的 法 治 保 障 体 系 不 断 完 善。以 宪 法 为 核

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民 法 典》经 全 国 人 大 审 议 通 过 即 将 正 式 实 施，

使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实现有法可依。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擘画了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制度体系，为决胜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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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住建部：已帮助２亿多群众解决住房困难》，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８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４５６１８８６８＿９９９０４０７４，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国民综合素质显著提升。国民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人均预期

寿命由１９８１年的６７．８岁提高到２０１９年的７７．３岁。２０１９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降

至１７．８／１０万，婴儿死亡率降至５．６‰，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７．８‰，均提前实

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① 国民文化素质持续提升，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超

过８０％降至目前的４％以下。２０１８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１３％，６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９．２６年。②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从１９９０
年的０．５０１跃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０．７５８，增幅超过５１％，是同期世界上唯一从 “低人类

发展水平”跃升到 “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神文明

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从

２０１３年的７５．３％上升到２０１９年的８３．９％。④

社会文明程度全面提升。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不断增

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全党全社会思想

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服务设施日趋完善。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年，

全国公共图书馆从１２１８个增至３１９６个，流通人次从７７８７万⑤增至９．０１亿，群众

文化机构从６８９３个增至４４０７３个，博物馆从３４９个增至５１３２个，分别增长１．６倍、

１０．６倍、５．４倍和１３．７倍。⑥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非文物建筑及遗址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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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２０１９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０年６月６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ｇｕｉｈｕａｘｘｓ／ｓ１０７４８／２０２００６／ｅｂｆｅ３１ｆ２４ｃｃ１４５ｂ１９８ｄｄ７３０６０３
ｅｃ４４４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之 二 十》，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
ｚｘｆｂ／２０１９０８／ｔ２０１９０８２２＿１６９２８９８．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Ｂｅｙｏ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Ｂｅｙｏｎｄ　Ｔｏｄａｙ：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Ｓ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于２００５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
参见文化和旅游部党组：《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２０１８年第２１期。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２０１９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０年６月

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ｃｔ．ｇｏｖ．ｃｎ／ｗｈｚｘ／ｇｇｔｚ／２０２００６／ｔ２０２００６２０＿８７２７３５．ｈｔｍ，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２日。



馆 （站）、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科技馆、工人文化宫、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以及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免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我国互联网

网民数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２３亿增至２０２０年６月的９．４亿，增长近４０倍，人民群众

充分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利。①

（五）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我国已初步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涵盖养老、医疗、低保、住

房、教育等多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了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② 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教 育 总 体 发 展 水 平 跃 居 世 界 中 上 行 列。１９７８年 我 国 开 始 基 本 普 及 小 学 教

育。２０１９年 小 学 净 入 学 率 已 达９９．９４％，初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达１０２．６％，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达９４．８％，义 务 教 育 普 及 程 度 已 经 达 到 高 收 入 国 家 水 平。城 乡

义 务 教 育 差 距 逐 渐 缩 小，困 难 学 生 平 等 受 教 育 权 利 得 到 保 障，贫 困 地 区 与 农 村

地 区 学 生 接 受 优 质 高 等 教 育 机 会 显 著 扩 大。建 成 世 界 最 大 规 模 的 高 等 教 育 体 系，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年，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从２．７％增 至５１．６％，普 通 本 专 科 在 校

学 生 增 长３５．４倍，达３０３１．５３万 人。职 业 教 育 获 得 长 足 发 展，１９７８年 全 国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在 校 学 生 人 数 仅 有２１２万 人，占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在 校 生 总 数 的１２％左

右；２０１９年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的 在 校 生 规 模 已 高 达１５７６．４７万 人，占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在 校 生 总 数 的３９．４６％。③

现代化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成。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持续增加。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年，医疗卫生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３％跃升至６．６％，全国医疗卫生机构

总数从１７．０万个增至１００．８万个。１９８６年全国有卫生防疫站３５１６个，２０１９年全国已

设立３４９９７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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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４６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０－０９／２９／ｃ＿１６０２９３９９１８７４７８１６．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１８页。
参见相关年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２０１９年数据参见教育部：《２０１９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ｓｊｚｌ／ｓｊｚｌ＿ｆｚｔｊｇｂ／２０２００５／ｔ２０２００５２０＿４５６７５１．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１９７８年数据参见 《病有所医，从 “看上病”到 “保健康”》，《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９月

４日，第１１版；１９８６年数据参见 《被 “整合”的疾控中心》，《中国经营报》２０２０年６
月１日，第Ｔ１０版；２０１９年数据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２０１９年我国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 统 计 公 报》，２０２０年６月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ｇｕｉｈｕａｘｘｓ／ｓ１０７４８／
２０２００６／ｅｂｆｅ３１ｆ２４ｃｃ１４５ｂ１９８ｄｄ７３０６０３ｅｃ４４４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多元化多层次全民医保和社保体系加快构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乡医疗和

社保体系是 完 全 隔 离 的 两 套 制 度 体 系。１９９８年 建 立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制 度，

２００２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０７年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２０１９
年全面启动实施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口径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数１３．５亿人，参保覆盖率近年来稳定在９５％以上。①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

度已覆盖１０．５亿人。② 基本养老保险从２０００年仅覆盖１亿城镇职工，发展到目前

超过９亿城乡居民，我国已构建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网。

（六）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

积连续３０年实现 “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２０１９年，我国万

元ＧＤＰ用水量、万元工业增 加 值 用 水 量，分 别 比２０１５年 下 降２３．８％、２７．５％。③

清洁能源占比迅速提高，产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２０１９年，清洁能源占我国能源消

费的比重达２３．４％，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５７．７％；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较２００５
年降低４８．１％，提前完成２０２０年下降４０％—４５％的目标。④

水土资源和空气质量改善明显。实施化肥农药 “双零增长”行动方案，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我国农用化肥使用折纯量从６０２２．６０万吨持续降至５６５３．４２万吨，农药使

用量从１７８．３０万吨持续降至１５０．３６万吨，提前实现于２０２０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

增长的目标。⑤ ２０１９年，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年均浓度下

降２３．１％，全国３３７座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到８２％。⑥

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明显提升。农村厕所革

命、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取得显著进展。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９０％的村庄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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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国家医疗保障局：《２０１９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ｈｓ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０／３／３０／ａｒｔ＿７＿２９３０．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参见 《大病 保 险 覆 盖１０．５亿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实 现 全 覆 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ｃ＿１２９３３１１１７．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参见 《“十三五”以来我国用水效率明显提升》，《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第１５版。
参见生态环境部党组：《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深入学习 〈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第９版。
参见国家统计局：《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　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新中国成立７０周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２０１９年８月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９０８／ｔ２０１９０８０５＿１６８９１１７．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参见生态环境部党组：《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深入学习 〈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第９版。



清洁行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６０％，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８４％的行政

村，近３０％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管控。①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具

有重大意义。

（一）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意义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历史

上一些王朝出现过 “治世”和 “盛世”，如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
“康乾盛世”等。但这些 “治世”和 “盛世”只是相较于乱世，国力相对强盛、经济

相对繁荣、民生相对安定的景象。单从经济层面看，据美国学者麦迪森研究，公元

元年中国ＧＤＰ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２６．２％，公元１０００年占２２．７％，公元１５００年占

２５．０％，公元１６００年占２９．２％，公元１７００年占２２．３％，公元１８２０年占３２．９％，②

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生产、消费和人口都

出现了大规模 增 长，１５—１９世 纪 中 期 的 世 界 经 济 秩 序 名 副 其 实 地 是 以 中 国 为 中 心

的。③ 虽然ＧＤＰ占比的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学界普遍认为，１９世纪以前的中国，

人口在世界居首，外贸长期处于出超地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是当时世界最

为强大和富裕的国家。尽管如此，广大人民并未真正实现温饱，丰衣足食的小康生

活只是梦想，小康社会更无从谈起。可见，“小康”并非经济总量的概念，而是涉及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下，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主要由统治阶级占有，不可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即使在被称为 “盛唐”的唐朝开

元、天宝年间，依然出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由于长期受封建专

制统治，缺少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领导，古代中国始终走不出 “治乱兴衰”的周期

律，兴盛时期的发展成果在乱世被消磨殆尽，社会演进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

由于没有科学的思想做指导，无法通过科学的世界观认识世界，无法用宽广视野吸

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无法不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只能闭关锁国、

妄自尊大，最终落后于时代和先进国家。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在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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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０页。



度、思想、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全面落后，使小康社会注定难以实现。

近代以来，僵化落后的封建制度明显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加之帝国主义列

强的侵略压迫，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中华民

族濒临 “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虽然康有为和孙中山等有志之士对大同理想和小康社

会思想进行了探索，但均未能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历史重任，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

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 了 起 来，争 取 民 族 独 立 和 人 民 解 放 的 任 务 胜 利 完 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正式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

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１９７８年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

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构想，被确定为全党

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目标。“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① 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党

领导人民，向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目标稳步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

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创造性地提

出 “两步走”的新战略构想。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的接续奋斗，我国即将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迎来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的小康社会是

一个经济发展、民主健全、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人民生活殷实的全面

发展的社会，完全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 “治世”和 “盛世”。中国人民实现了数

千年来丰衣足食的愿望，当今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面建成小 康 社 会，既 是 改 革 开 放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 的 奋 斗 成 果，

又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紧密 联 系、前 后 相 继。正 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所 深 刻 指 出 的，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现阶 段 战 略 目 标，也 是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中 国 梦 的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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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一步。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人民获得的实实在在的福祉利益，兑现党对人民

的庄严承诺，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将极大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必将进一步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

场接力跑，我们 要 一 棒 接 着 一 棒 跑 下 去，每 一 代 人 都 要 为 下 一 代 人 跑 出 一 个 好 成

绩。②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

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我们应对危机变

局、抗击风险挑战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意义。这一目标即将胜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

了新的一大步，充分彰显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始终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创造伟

力，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二）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

中国的小康思想和西方的乌托邦思想，都包含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的理想。

但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这一理想才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揭示

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

格斯生前未能将共同富裕的理想付诸实践。

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进而从一国走向多国。苏联、东欧等国

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未处理好农

轻重以及积累消费的比例关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仅难以充分彰显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因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使人民逐渐对国家失去信心，最

终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纵观５００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到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的全球传播，再到后来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

家探索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也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且全面地建成小

康社会。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建设小

康社会，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

两方面经验的 基 础 上，把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的 一 般 原 则 同 中 国 的 具 体 国 情 相 结 合，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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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们党经受住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冲击，以及其他

各种风险考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鞋子合不

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再次用实践证明，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小康社会

的全面建成，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２１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

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宣告了 “历史终结论”的破产，重振了人们

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成示范效应，对社会主义制度在

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

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走着一条与西方

现代化迥异的道路。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了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拓展海外殖民地 和 奴 役 其 他 民 族，使 欧 洲 国 家 完 成 了 资 本 原 始 积 累，

也为工业革命开辟了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靠的不是对外

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奋

斗。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成 功 实 践 说 明，经 济、文 化 相 对 落 后 的 发

展中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现

代化之路。这大大拓展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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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经久历远。这些国家经历了 “串联式”演进，工业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阶梯式发展，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达到当前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以工业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信息化 “并联式”同步发展，在很多方面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

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例如，新中国成功开启并快速推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用几十

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时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又如，我国在中等收入水平

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这一成就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处

于领先水平，在一些方面甚至 超 过 部 分 发 达 国 家，在 世 界 发 展 史 上 亦 是 史 无 前 例，

为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工业革命以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都是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多为

依附者、跟跑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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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全球经济持续低

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增长，成为世界经济震荡的稳定器。纵观世界历史，

一个发展中大国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能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是绝无仅有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１４亿人口

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进而整体迈入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

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贫困是贯

穿人类发展史的世界性难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更多国家和地区重返贫困线的大背景下，我国如期完成整体消灭绝对贫困的

历史性任务，提前１０年实现了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这些脱贫减贫

的巨大成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前例，在世界历史上也实属罕见。对于占世界

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巨大奇迹，为促

进全球人类福祉的整体性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扶贫减贫实践，已成为联合

国构建消除农村贫困问题的基本政策框架，以及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础

和思路来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绝对贫困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

展的重要目标，强调人民的发展不应只关注经济层面，还包括政 治、社 会、文 化、

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的追求，注重每一个人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中国启示。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

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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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构想提出以来，我们党一以贯之地扭住这个战略目标，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实际，赋予小康社会更丰富的内涵、更高的实践标准，通过制定和实施长期

发展战略，使之逐步得以实现。

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如期高质量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幅

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因此，在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国

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因地制宜。我们党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注重顶层设计和统筹兼顾，更好地满足了多

方面的建设任务和多样化的民众需求，大大提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

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 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协调发

展的整体性小康，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唯有在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势，确保打好打赢决胜全面小康的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只要党的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同人民保持

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们就幸福安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显著优势。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其中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我们党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人民共享，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

宗旨，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

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既善于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在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

身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洪流中。从 “总体小康”到 “全面建设小康”再到 “全面

建成小康”，体现了党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

首要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体人民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实实在在地共享发展成果，展现了亿万人

民的实践和智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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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标。

（三）坚持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 略 布 局，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根据人民意愿和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需要，提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奋斗目标，制定实施相应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举措。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特点，提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和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正实现了

“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代条件

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从全局上确立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和战略规划及其部署，是我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提和基础。

（四）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夯实社会发展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得益于持续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３０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与之适应的经济等方

面体制，为当今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４０多年

来，我们党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

革方向，推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而重大变化，在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创造世所罕见的中国奇迹

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为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

新概括，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激发发展活力。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顺应经济

全球化潮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在

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全面建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也 必 须 在 更 大 范 围、更 宽 领 域、

更深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进行，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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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人民群众物质生

活显著改善的过程，还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显著提升的过程，是中国人民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显著增强的过程。习近平 总 书 记 强 调，

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

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①

改革开放 初 期，我 们 党 就 提 出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两 手 都 要 抓，两 手 都 要

硬”。“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②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文

化强国建设的首要任务，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③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血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经验昭示，

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是实现 “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厚力量。

（六）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推动经济发展、保护和改善环境与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一些国家在谋

求物质财富的进程中，对资源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日趋盛行的消费主

义为地球家园增添了沉重负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科

学地扬弃了 “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注重末端治理”的传统发展

模式，将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确立为基本国策。党的十六大提出 “科学发展观”，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确定下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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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八大首次把 “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① 良好的生态环境应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色。

结　　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辉煌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巨大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极大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

力和向心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伟大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后，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

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 充 分 问 题 仍 然 突 出，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矛 盾 错 综 复 杂，

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②

〔责任编辑：许建康　张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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