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w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w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w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一、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1、邓小平南方谈话

2、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w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
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
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

1、邓小平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

w第一，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本质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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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w第二，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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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

w 第三，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

w 第四，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成败得

        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的综合国力，是

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w 第五，强调了党的建设问题。

w 第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及其光明前途。



邓小平南方谈话

     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

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

识问题，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

京召开 

2、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大会明确提

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

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

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

阶段，由此打开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

的新局面。

2、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2、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3、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



1、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进一步勾画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国企改

革的基本方向，成为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的行动纲领。



2、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十四大的精神，

立足改革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

的基本方针，同年5月，江泽民进一步提出：

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三

者相互促进。



3、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

       十四大以后，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的方针，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

题的决议》。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重

大进展，自1993年至1997年，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制定了近百个法律及有关法律的决定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跨世纪发展战略

2、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经受风险考验中前进

3、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

4、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跨世纪发展
   战略。

   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十五大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问题和政策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

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提

供了根本保证。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修改后的

《中国共产党党章》。



2、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经受风险 
     考验中前进

       现代化建设在一系列严峻考验中稳步前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严重的洪涝灾害，

1999年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李登辉悍

然抛出“两国论”，“法轮功”邪教组织策划和煽

动聚众闹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冷静分析，正确把

握，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一个又一个

胜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3、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

制”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为

和平时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指明了出路。1997、1999先

后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

权。加强同台湾的经济技术

合作与交流，促进双方人员

往来

    1982年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时提出“一国两制”
的构想 



4、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中共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集体在继续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党
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切实解
决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
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1998年11月21日，根据中共十五大的部署，中
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
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
党风教育。这次“三讲”教育历时近两年，使各级
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明显加强。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完
整的概念，是2000年2月江泽民在
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来的。

   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
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
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
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
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
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2002年5月，江泽民
在江苏、浙江、上海
党建工作座谈会的讲
话中，又进一步把
“三个代表”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1年7月1日，江
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
讲话，系统阐述“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
内涵和基本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