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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160多年，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90多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各国共
产党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本国实际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开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前者失败了，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高度契合了时代特征，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的结果。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完成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并
在实践中完成了“一化三改造”任务，在中国大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形成奠定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实现
的，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顺利推进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胡
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不断拓展，在实践中呈现出广阔的发展
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这条道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既需要理论上的阐述和深化，更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云南的实践>>

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云南的实践》利用大量史料、数据对云南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进行了历史回顾、经验总结，称得上云南发展的“百科全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云南的实践》的基本脉络沿着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伸延，农业现
代化——工业现代化——城市化——政治现代化，既扣住了云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也
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的具体化，构成了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内涵。
云南的突出特点是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多、宗教信仰多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云南的实践》对少数民族的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站在世界和全国的宏观角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云南的实践》提出了云南未来发展的近
期及长远目标，尤其是将云南视为连接中国和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西亚、非洲各国的桥梁，国家
战略使云南的地位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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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段时期既是云南农村改革的“黄金时期”，也是云南农业现代化经营组织形式确立的关键时期
。
全省的政策措施经历了从“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到在边远与贫困地区“可
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到“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形式”，再到“包产到户是农
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从制度上落实了农民作为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主人，农户家庭作为生产生活
的基本组织单元。
④　　农户作为能够从事商品性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使得农业生产的内在动力大大加强，农业从自给自足、自给半自给逐步向
商品生产转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济基础。
到1984年，云南省农业在粮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全面丰收。
除油菜籽因压缩种植面积减产外，多数农产品连年大幅度增长。
粮食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05.0万吨，比1978年的865.6万吨增长了16.3％。
农业总产值为77.4亿元，较1978年的40.0亿元增长了93.5％，几乎翻了一番，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6％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48.8亿元，占63.0％，比1978年下降了8.4％。
粮食种植面积由5516.8万亩减少到5162.1万亩，减少了6.4％；经济作物面积及其产值的比重分别比1978
年上升3.0％和7.1％。
粮食种植面积虽然下降，但产量大幅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值逐年上升，这表明云南的农业
生产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之相伴的是农村
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大量剩余劳动力和资金转移到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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