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领导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目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路

线、方针、战略和政策，尤其是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国情与基本路线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高度重视解决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问题。通过拨乱

反正，“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此后，随着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有了更加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他又进一步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

发，领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推动了党的政

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曾经以阶级斗争为

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痛定思痛，邓小平不

失时机地提出要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78 年 9 月，在视察东北

时，他提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

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在工会九大上，他提出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战

斗任务。在 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建议，在三中全会

上讨论自 1979年 1月 1 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一建议以政治局常

委会的名义提交给中央工作会议。代表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邓

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肯定“中央提出了把全党

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并把它看作“政治路线已经解决”

的标志。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同意，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

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虽然会议

还没有能直接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但实际上已经停止使用这一口

号。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

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

长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给

党和国家带来了全局性的意义深远的巨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对党的政

治路线的内容逐步作了精辟的概括。1979 年 7 月 29 日，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

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年 1月 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他强调：“要有

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我们已经制定出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国

庆讲话，这样表述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

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1980 年 2 月 29 日，在党

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

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随着对国情认识的深化，把党的政治路线进一步推向前进，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在 80 年代初所概括的政治路线，还没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起

来，其表述也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它朝着我们形成一条全新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

的基本路线迈出了坚定而又决定性的步伐。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的确立，邓小

平逐步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要求，并最终领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从一个中心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意味着把经济建

设摆在了中心的地位。邓小平一再要求全党牢牢抓住这个中心。他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

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

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

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从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来说，第三次复出

后，邓小平首先在他分管的科技教育领域倡导、推进了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

系列新的政策，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分析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邓小

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和政策，并且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还大力倡导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78

年 10月 10日，他在与外宾的谈话中首次使用了“开放政策”的用语。后来，他又果敢决策，

批准了引进外资、合资、创办经济特区等一系列重要措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从四

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来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右的思潮，邓小平 1979 年 3 月在

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概念，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先后被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

党全国人民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就这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政治路线在拨

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充实和发展。邓小平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

想轮廓。1987年，邓小平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

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奋斗。至此，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便发展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 

领导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贡献。我

们党 80 多年的历史证明，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或阶段的行动纲领，是统一全党思

想的政治基础。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贯彻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党

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在正确认

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制定出一条正确、科学的基本路线，标志着我们党

开始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也是邓小平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

重大贡献。邓小平在归结他一生已经做的事情时，坦言：“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

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我们党充分肯定邓小平所作出的两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性贡献，其中之一，

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