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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注重战略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研究传统的特点和优点。
当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之后，为贯彻这一路线而进行的战略研究就成为党的领袖十分关注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对于战略问题研究的殚精竭虑，使他形成
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研究中国革命战争
规律和战略的不朽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十分关注从战略的高度思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形成了《论
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起了重
大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之后，邓小平也十分注重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问
题。
据初步统计，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论及战略问题多达86次，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建
设的发展战略，对各个领域的发展明确了发展思路。
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世界公认的两位伟大政治家、战略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两位领
导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代表，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
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道路、战略步骤、发展速度、战略方针和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形
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发展战略理论，这套发展战略理论不仅已经和正在指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
且对第三世界各国发展乃至发达国家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由于时代的连续性和跳跃性以及其他诸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发展战略中这些问题
的思考既有着大思路的一致性，又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既有着基本理论的继承，又有着诸多理论
的发展。
对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理论都作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
本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理论作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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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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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引言第一章 现代化与“三步走”一、毛泽东邓小平支现代化历史主题的认同和深化（一）“最根
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二）发展才是硬道理（三）“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二、战略
目标：从“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一）“四个现代化”：毛泽东中国
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的提出（二）富强、民主、文明：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
的继承和发展三、战略步骤：从“两步走”到“三步走”（一）毛泽东“两步走”战略的提出（二）
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形成（三）“两步走”战略与“三步走”战略之异同第二章 发展道路与发展
模式一、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选择（一）毛泽东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二）邓小
平对现代化道路的论证（三）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道路构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道路要体现中国特色（一）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思考（二）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
化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三、发展模式：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 赶超战略与适度发展战略
一、中国现代化建设高速度推进的历史必然性（一）毛泽东：“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
能是相当地快的”（二）邓小平：“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三）毛泽东邓小平的高速发展
观与赶超战略二、毛泽东的超高速赶超战略（一）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的形成（二）毛泽东超高速
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三）毛泽东超高速赶超战略形成的原因（四）关于超高速赶超战略的几点评说
三、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一）邓小平适度发展战略的形成（二）邓小平适度发展战略的内涵（三
）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对超高速赶超战略的超越四、超高速赶超战略与适度发展战略的几点比较（
一）波浪式发展与台阶式发展（二）“落后的优点”与“后发展优势”（三）内源性发展与争取外援
第四章 战略方针与战略政策一、改革、发展、稳定（一）毛泽东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初步思考
（二）邓小平的改革、发展、稳定观（三）改革、发展、稳定与中国社会发展二、先富与共富（一）
同富与共富：毛泽东的富裕观及其时代局限（二）先富与共富：邓小平的富裕观及其时代意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发展大战略>>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化与“三步走”一、毛泽东邓小平支现代化历史主题的认同和深化现代化（Modernization
）是人类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性变革。
自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现代化历史进
程。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地走进了现代化的世界性大潮之中。
现代化之成为中国的历史主题，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
自此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开始了被动现代化的过程。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同并深化了对现代化这一中国历史主题的认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了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在建国以后迅速将他在民主革命
时期就明确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的思想付诸于实践。
邓小平则在认同和深化对现代化这一中国历史主题认识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在
推动主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担当起重任，响亮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一）“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打破
了国人“天朝大国”的美梦，开始了中国人屈辱与苦难的历史。
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何在，成为国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内在地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一个是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这两个问题构成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独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
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孜孜以求。
从林则徐、魏源倡行“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李鸿章等开展的“洋务运动”对物质
技术层面现代化的追求，中经康有为等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
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对政治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向往和根本性变革，再到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
前后中国人对于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的追求。
历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力图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
虽然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痛苦，但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却因此而日益显现。
并且这一历史进程也充分反映了历代中国人对现代化认识的一步一步的系统化和深化的过程。
这一深刻的认识，为进一步选择正确的现代化道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此后的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表征为：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以自己代表
的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相互之间既合作又斗争，选择现代化道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
的过程，同时又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
。
正是在中国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开始了他对现代化这一中国历
史主题的认同和深化的过程。
毛泽东是基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抱着寻求匡国救世之道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宏大志愿而走
向社会的。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争取国家富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毛泽东从事社会活动的思想起点。
早在1920年从事湖南自治运动时，毛泽东就发出了“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的心灵呐喊。
因此，当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向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赋予他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历
史使命的时候，这种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心理期望就逻辑地嬗变为他追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行动。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革命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上的障碍。
因此，他把从事革命活动看成是他的现代化追求的重要步骤和环节。
1944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他的
这一思想。
他针对一些同志认为“政治、军事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这一看法，明确指出：在还存在敌
人压迫的情况下，政治、军事的确是第一的。
“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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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
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
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
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
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
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
生产力。
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
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争，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
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
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
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
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
”即使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在政治、军事必须作为第一位的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把政治、军事
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手段来看的，在他那里，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发展，还是对现代化的追求。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尽管他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在对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的认同上，
在“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上，他都从未有过动摇和怀疑。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一直把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中国，作为革命的一
个根本目标。
早在1938年7月，他在接见英、美、加拿大的世界学生协会代表团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中就说过：“抗
日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
在这个共和国里，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将大踏步地发展，一切企业由政府和人民所有，将实行
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将得到自己的土地，一切税收按累进制缴纳，对外贸易将大大发展，并将签订互
利的协定。
”“在抗战的现阶段，我们必须做的是，为建立新国家创造因素，坚持抗战，以便在中国打败日本帝
国主义。
”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把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新中国理解为：“不但有
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亦即“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
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
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现代化纲领。
1944年8月在致秦邦宪的信中，他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
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
”“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
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以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告诫全
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
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1947年12月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他说：“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
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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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
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政治上为现代化的发展清除了障碍，完成了由被动现代化向主动现代化
的根本转变，开辟了我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
从此以后，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主动现代化的历程。
毛泽东反复指出：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
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为此，建国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被破坏了的工农业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的任务
，就立即摆到了议事日程上。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不仅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且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运动，还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毛泽东看来，所有在国内开展的各项运动，无一不是为着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
例如，在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他提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
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
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以往的革命转移到经济建
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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