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邓小平思想评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邓小平思想评传>>

13位ISBN编号：9787010086675

10位ISBN编号：7010086672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范希春

页数：3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邓小平思想评传>>

前言

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是在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和实践的基础
上形成和得以开展的，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的。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
努力方向，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方针和实现途径，有力地推动
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一、在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步设想的基础上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
标——“三步走”战略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是建立在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思想基础之上的。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问题；1953年，毛泽东在修改、审定中宣部起草的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提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问题；1957年，
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现代化的问题；1959年，毛泽东再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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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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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4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100种重点图书之一，由湖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次由人民出版社重版，为帮助读者更加深刻地学习、领会小平同志的思想，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本书在保留原有附录的基础上，增加了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相信读者会从中受到深刻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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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贡献(代序)第一章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  ——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第一节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
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  第二节  “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
运的问题”  ——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支持  第三节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也才能顺利发展。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奠定思想基础  第二章  “我们
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科学地重
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当时存在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三种错误倾向  第二节  “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  ——中共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鲜明态度  第三节  “确立毛泽
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和《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第三章  “农业现代化，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
的道路”  ——农村改革思想  第一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长期坚持不变”  ——尊重和支持农民
的首创精神  第二节  “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  ——邓小平关于农村未来发展方向
的思考第四章  “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  ——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第一节  “要发
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
路径——从改变现行的管理体制入手  ——权力下放、政企分开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第五章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
合。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考  第二节  “不
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第三节  政治体制
改革的目标  ——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第六章  “中国
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
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  ——对外开放思想缘起  第二节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
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从特区建设到沿海开放战略到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格局
的形成  第三节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对外开放
成为国策第七章  “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
高度的精神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目标的提出  第二节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第三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第八章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一国两制”
的科学构想  第一节  “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一国两制”构
想的提出  第二节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基本形成  ——“叶九条”的发表和“设立特别行政区”正
式载入宪法  第三节  “邓六条”的提出和香港问题的解决  ——“一国两制”理论的全面阐述  第四节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一国两制”理论的系统化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
说的新发展第九章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第一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十点概括  第二节  “把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
十二大召开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确立  第三节  党的十三大召开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的系统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第四节  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特
贡献第十章  社会主义本质论  ——南方谈话  第一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和中国经济亟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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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南方谈话产生的历史动因  第二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深化  ——邓小平南
方谈话的总体思想  第三节  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
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  第四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本质论第十一章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总结和历史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为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总结奠定
基础  第二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明确提出和系统总结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五大召开和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
的确立附录一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附录二  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附录三  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附录四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附录五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
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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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当时，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急剧升温，诸如“英明领袖”、“统帅”、“舵手”、“指路灯”、“
灯塔”等等溢美之词，都加到了华国锋的身上。
华国锋本人的巨幅画像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一起在公开场合摆放和悬挂，甚至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厅堂
。
曾经有个省份，还举行了迎请华主席像的仪式：华主席的画像用飞机运到机场，省委领导双手抱着空
镜框率队到机场迎接，将画像装进镜框里回到省委后，各单位再敲锣打鼓到省委迎请华主席的画像，
这样一来，满街都是迎请华主席画像的队伍。
一时之间，热爱华主席、忠于华主席、紧跟华主席、拥护华主席、保卫华主席的标语和口号充斥各种
公共集会场合，到1977年末，基本上形成了新一轮的个人崇拜高潮。
这一新的个人崇拜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早在1976年，毛泽东主席在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就作了这样的指示，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根据这一指示，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介绍、宣传华国锋的文章。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国人民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迫切需要一个合适的领导人来填补这一心理空白
，这种精神需要使得人们把华国锋这位毛泽东主席选定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当成了主心
骨，人们模仿对毛泽东主席的称谓、做法来对待华国锋是一种历史頃性和思维惯性。
客观地讲，当时新的个人崇拜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完全避免形成新的个人崇拜，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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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小平思想评传(1977-1997)》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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