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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统一思想认识、增强政治认同的思想价值;具有衔接好

“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的历史价值;具有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的世界价值。 评估和总结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应遵循兼顾全面和要素协同相结合的原则、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的原则、系统评

估与重点突出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相结合的原则。 回顾中国 40 年小康社会的建设

历程,其基本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是基本遵循;党的大布局优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是重要抓手;关照“中国体验冶,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价值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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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四五冶
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2021 年上半年“党中央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然后

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冶 [1]。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既是确保如期实现

全面小康的目标,“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冶 [2]22的实践要求;也是总

结经验、健全我国政策与规划评估体制机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政

策要求;更是展示中国国家形象,显著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行

有效的发展路径的价值要求。 当前,虽然学界对小康社会发展历程及小康社会视域下各领域发展

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对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前沿问题的相关论述却鲜有

见著。 基于此,我们认为,系统凝练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回顾中国 40
余年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不仅能为后续做好评估工作凝心聚力,奠定思想基础,而且对衔接

好“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丰富和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意蕴

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在思想价值层面,有利于“解码中国奇迹冶,形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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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举国共识和统一意志;在历史价值层面,有助于为“后小康时代冶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并提供依据;在世界价值层面,有助于增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且听低

谷新潮声冶的现实力量,为丰富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
(一)思想价值: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凝心聚力的作用

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成效进行科学、合理、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估和总结,具有统

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认识、增强人民政治认同进而激发精神动力的思想价值。
第一,唯有以统一的评估标准、公正公开的评估程序、科学合理的评估原则对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成效进行评估和总结,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化对全面小康社会的正确理解,形成

对全面小康社会的举国共识和统一意志。
第二,评估和总结工作本身就是党和政府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庄严承诺冶的成功兑现,

也是谱写“两大奇迹冶淤新篇章,进一步彰显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

势冶 [1]的内在要求。 因此,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客观上有利于增强党和政府的公

信力,强化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政治认同。
第三,“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冶 [3],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缩影,

脱贫攻坚伟大斗争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冶 [3]的脱

贫攻坚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写照,又是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干事

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神动力。
因此,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客观上具有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凝心聚力思想

价值;同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也有在国际社会中全景式展现全面小康的历史

成就,消除疑问、回应质疑,从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国际舆论价值。
(二)历史价值: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奠基未来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本身就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内在意涵。
第一,历史性评估和总结,可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理解和把握。 我们

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理解,应置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加以审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

实质上就是小康社会的提出、演进及全面实现的过程,依此逻辑,小康社会的建成,便成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冶 [4]。 这一“里程碑冶,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进到了

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有了决定性的飞跃。 概言之,
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空交汇点上,对我

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一次全新解读。
第二,系统性评估和总结,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重大政策的规划与评估机

制,为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研究部署“后小康时代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相关决策提供

政策参考。 纵观国际经验,发达国家或地区非常重视各项重大政策规划实施过程中的评估工作,而
我国重大政策的规划与评估机制尚待完善。 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重大政策

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冶“完善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机制冶 [5],这不仅对提升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

科学性和执行力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第三,发展性评估和总结,可为有机衔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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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冶,即世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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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既标志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真正历史性“抵达冶,也“必定同时就是一种积极的开启,是一

种以以往建设的全部成果作为前提的再出发冶 [4] 。 评估和总结工作不仅应关注取得的成绩,还
内涵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发展水平和发展机制进行定位、分析、诊断及改进的任

务要求。 从此意义看,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意味着宣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实现,还承担着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发展方向、改进发展机制的重任。 因此,我们对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行发展性评估和总结,一方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开好局、起好步,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评估和总结工作本身也属于全

面小康建设历程建档、存档工作的一部分,将推动全面小康建设史载入“共和国档案冶,使其经得

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三)世界价值: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贡献智慧的作用

“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更

高的普遍性,因而便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冶 [4] 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可
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冶并贡献中国智慧。

第一,为发展中国家谋求快速发展提供经验和数据支撑。 虽然小康社会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

家和民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它揭示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全新方案和

选择,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式;特别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开展的脱贫

攻坚战,成功“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冶 [3]。 因此,通过评估

和总结的方式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一套有数据支持和经验支撑的模式化的、可行性的发展方案,
是 21 世纪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借鉴。

第二,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谷到新潮提供力量支撑。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以

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处于低谷。 但是,正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冶中第一

步 10 年建设的初步成果淤,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
就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此后,在实现总体小康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以更加自

信的面貌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而全面小康的

建成,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已成为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且国际竞争力显著提

升的国家。 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

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冶 [2]8。 因而,我们唯有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准确的评估和总

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谷到新潮才会有扎实的现实力量和信心支撑。
第三,为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提供智力支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具有战略

性、长期性和全面性的目标体系,是经过科学规划、精心部署、扎实推进的务实蓝图,是实现全人类

“共同价值冶的伟大探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继续执行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将新文明类型

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本质的趋势造就出来冶 [4]。 这一“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冶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了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的具体可行方案,而且为优化全球治理模式和

创新世界反贫困理论提供了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绘就了中国方案,并“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冶 [3]。 因此,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可为解决人类共同

面临的发展问题提供方案、贡献智慧,从而展现世界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提升中国模式的影

响力。

41
淤 党的十三大提出,从 1981—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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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遵循的基本原则

科学合理的评估原则,是使评估和总结工作更加科学严谨、更加规范务实、更加合理有效的重

要依循。
(一)坚持兼顾全面和要素协同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晚年在基于“人类学笔记冶的创造性研究中,竭力避免把唯物史观蜕变为单一的经济决

定论或生产决定论[6],而是强调“社会有机体冶概念,即“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

社会机体冶 [7]22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综合体系,涉及到经济发展、民主进程、生态环境等多个

方面,因此评估和总结工作应该是一个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范畴。 同时,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论断实

际上也蕴含着作为有机体的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相互协同、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 这启发我

们,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时,既要反映小康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全面性联系,又要

把握小康社会各要素之间的有机协同互动。 从兼顾全面来看,评估和总结工作既要看“物质小康冶
和“精神小康冶的覆盖是否全面,也要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是否全面,还要看小康

社会所涵盖的城乡、区域是否实现了共同发展,以此来判断小康社会对全体人民的惠及程度。 而在

要素协同方面,每一个要素的达标与否都可能关联着总体目标的实现。 因此,我们应关注全面小康

社会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有机互动,注重对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

美、生活殷实,以及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强盛等进行关联性和交叉性评估;同时,坚持兼顾全面

和要素协同相结合的原则还要求我们把握全面小康社会有机结构体中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领

域、不同要素之间的层次性。 为此,评估和总结工作既要注重“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冶淤向

高水平、全面性、发展较为均衡等方面的层次性升级转换,又要将评估和总结的细则结合实际进行

具体化;不能搞齐头并进和一刀切,而应在制定全国统一的底线标准基础上,充分考虑不同生产要

素禀赋、不同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不同区位发展条件的差异性;注重对城乡、地区、行业进行区别对

待和分类评估,以此来凸显全面小康进程中的发展特色及先富带后富的辐射能力。 总之,我们只有

既兼顾全面性又注重在科学的层次结构中强化小康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性,评估和总结工作才

能实现点、线、面相结合,全面小康社会的成效与潜能才能被更好挖掘和释放。
(二)坚持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的原则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复杂、综合的体系,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数量的增长和达标。 “当
系统的复杂性日趋增长,我们作出系统特性的精确而有意义的描述的能力将相应降低,直至达到这

样一个阈值,一旦超过它,精确性和有意义性变成两个几乎相互排斥的特性。冶 [8] 可见,完全意义

的、理想状态的数据化定量评估在复杂的系统中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既要注重对小康社会的景象特征进行质性分析,同时各方面的实现程度又要

尽可能以数据为主。 细言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定性评估,应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小康生

活的直观感受为尺度,秉持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认可不认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硬指标的理念,对全面小康社会的特性、品质和成色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力争用“看得见冶的变化

来说明全面小康的建设成效,从而用定性判断“活化冶小康社会的量化指标,弥补量化数据的抽象,
增强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的直观感受和认知认同。 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定量评估,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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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

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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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事实来精确地反映从“总体小康冶到“全面小康冶的建设进程中各项指标的发展变化。 为此,可
增强精准识别度,精准判断各地区、各领域小康社会的进度与饱和度,也可通过多维数据对比来反

映当前依旧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从而为制定巩固全面小康成果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需注

意的是,制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评估指标体系应确保评估系统的假设前提、参数、数据来源和定

量评估程序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对全面小康社会涉及到的各项指标数值、权重及指标实现程度应进

行科学严谨的论证。
与此同时,我们应将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 虽然量化评估能够尽可能避免评估过程中

的主观随意性,但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生根情况等指标却很难量化。 与此同时,在具体

评估过程中,诸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定量指标也难以过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定量评估的信度和效度。 此时,如果注意汲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人员、相关专家人士

等各方意见,将全面小康各个层次的评估指标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统合,并强化二者的渗透转化,最
终将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合理化水平。 而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评估,都应“既有反映

进展和成绩的正指标,又有反映不足和缺陷的负指标冶 [9],以此在正负综合考量中客观准确的呈现

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效果。
(三)坚持系统评估与重点突出相结合的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

坚战。冶 [2]22对全面小康的建成状况进行评估和总结,既要坚持系统性、综合性、整体性评估,又要突

出重点,有所侧重,对某些关键领域进行专项评估。
第一,从坚持系统评估来看,应注重标准统一和全面推进。 一方面,我国应建立全国统一的评

估标准对全面小康进行全景式评估。 为此,应协同相关部门,率先制定科学统一的全国评估指标,
并对评估指标的制定程序、权重赋予以及分析方法,进行统一规划,避免各地差异较大,从而实现评

选程序的公开性和一致性。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在评估内容上整体把握和全面推进。 从党的十六

大开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相一致。 从“三位

一体冶到“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全面小康社会反映的内容逐步拓展。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冶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代替,必须以系统思维进行整体把握和

全面推进,才能实现小康社会之“全面冶的预期目标。 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评估和总结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又必须在内容上强化整体性、全面性评估,以此来全方位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

面发展的美好图景。
第二,从坚持重点突出来看,应注重因地制宜和问题导向。 一方面,自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正式

提出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伊始,虽然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各级不同部门相继提出并

制定过不同地方、不同阶段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但由于各地在发展基础、工作进展等方面的差异,
有的地方早已达到了全面小康的标准,有的地方则刚刚实现全面小康,有的地方虽然实现全面小

康,但基础薄弱亟需巩固,等等。 为此,在坚持全国统一的评估标准基础上,应坚持因地制宜,求真

务实,根据不同区域已设定的发展目标,充分考虑各地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着重突出考察东中西部

不同区域以及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大中小城市、农村发展的差异性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情况,
如实反映各地方、各方面的实际进程,从而挖掘全面小康的地方进程及样态,树立一批实现全面小

康的地方典型。 另一方面,坚持重点突出的原则,还应坚持问题导向,在评估过程中突出补短板、强
弱项。 对于全面小康的考核评价体系,我们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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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冶 [10],坚持问

题导向,精准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目的在于为“后小康时代冶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明确方向、找准切入点。 为此,一是要对民生领域进行重点评估。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突出的短板主要在民生领域,发展不全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不同社会群体民生保

障问题冶 [11]。 民生是最能凸显人民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的重要指

标,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民生是首要重点。 二是要对三大攻坚战进行重点评估。
三大攻坚战,是重点解决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个最突出问题。 第一,我们应重点评估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的能力,这是防止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的内在要求;第二,我们

应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冶,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冶 [3],只有重点评估脱贫攻坚成效,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冶,才能“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冶作出“关键性贡献冶 [3];第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也是衡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指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期间,我国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好转,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伟大实践成效显著,但生态环境建设的成效来之不

易且并不稳固,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 因此,通过对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进行重点评估,从
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推进和引领全面小康建成之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

要求。
总之,坚持系统评估与重点突出相结合来对全面小康建设成效进行评估,不仅有助于实现全面

小康显绩和潜绩的辩证统一,而且也能在突出重点中彰显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的治国理政方略的独特内涵。
(四)坚持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相结合的原则

小康社会既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又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等各个方面达及预定目标的一种理想状态。 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效进行评估和总结,既
要在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变化发展中进行动态考察,又要在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情况对比中

开展静态评估。 其中坚持动态评估的关键在于“增量冶评估———即着重评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

康增量目标的实现情况。 我国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冶 [7]669在总体小康的基础上,党的

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均作出系统部署,而与之对应的四个五年规

划,即“十五冶规划(2001—2005 年)、“十一五冶规划(2006—2010 年)、“十二五冶规划(2011—2015
年)、“十三五冶规划(2016—2020 年)分别作了具体的目标要求(详见表 1)。
摇 摇 因而,从党的十六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总体小

康的基础上,历经 20 年,其标准在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中不断得到拓展、演进和深化,建设路径愈

发清晰,并连续迈上四个台阶。 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和深化,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在动态中梯次推进的表现。 因此,我们应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要求和

趋势,同时参考已有统计数据中的成熟指标,密切跟踪国内外形势变化,根据实践需要动态调整经

济发展、民主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发展、社会保障以及生态环境等不同方面的增量目标,注重分析

评估的阶段性、梯度性和层次性。
坚持静态评估的原则,关键在于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效与同时期国际社会进行比较分析,

以此准确定位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水平。 具体来看,一是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

际组织中与小康社会目标类似或关联的指标体系进行比较评估,考察我国全面小康社会中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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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1摇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规划及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五年发展规划

年份 会议 报告题目 名称 目标
对应阶段

2002 党的十六大

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

“十五冶规划

(2001—2005 年)

经济速度保持较快发展,质量和

效益显著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比

较健全;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

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

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

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

设取得明显进展

全面小康社会

开启阶段

2007 党的十七大

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 为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胜利而

奋斗

“十一五冶规划

(2006—2010 年)

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城
乡区域发展趋向协调,基本公共

服务明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增强,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
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民主法

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

进展

全面小康社会

推进阶段

2012 党的十八大

坚定不移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而奋斗

“十二五冶规划

(2011—2015 年)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结构调整取

得重大进展,科技教育水平明显

提升,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成效显

著,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建

设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全面小康社会

强化阶段

2017 党的十九大

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夺

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十三五冶规划

(2016—2020 年)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

发展成效显著,发展协调性明显

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

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

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面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

摇 摇 资料来源: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九大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十五冶至“十三五冶)。

指标的优势和不足,进而从全球发展的视角整体上审视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定位和综合发展

能力;二是与同时期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一方面,我们应参考借鉴别国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及要求,吸收世界主要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冶的具体经验教训,完善和拓展我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评估标准与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小康社会建设历程属于“中国式现代化冶的
重要部分,通过对全面小康社会与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详细比较,又可进一步总结中国式现

代化的独特经验,明晰今后开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力点,进而丰富和拓展中国模式

的内涵。
摇 摇 总之,坚持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相结合的原则,评估和总结工作就既能更好地看到总体小康到全

面小康的阶段发展增效,又能更好地找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目标和水平的差距;
既能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冶提供借鉴,又能为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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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回顾

抚今追昔,全面小康的实现,既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冶的结果,又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冶制
度优势的成果;既是“坚持改革创新……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冶的注解,又是“增进人民福

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冶的凸显淤。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不仅要在评估

小康社会的发展变化中洞察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蕴含的制度密码;还应在总结建成小康社

会的历史经验中明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避免的误区。
(一)基本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从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建成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小康社

会、如何建成小康社会的认识逐步深化。 全面小康社会正是在这种求真务实、阶梯推进的目标导向

下铺开、扩面、升级并逐步建成的(详见表 2)。

表 2摇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年份 会议 发展目标

1982 党的十二大 到 20 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比 1980 年翻两番。

1987 党的十三大

确立了“三步走冶发展战略,其中前两步关乎小康社会的实现:第一步从 1981—
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在第一步基础上,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92 党的十四大
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 1980 年翻两番的要求;人民生活由温

饱进入小康。

1997 党的十五大
对小康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到 201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小
康生活更加宽裕;到 2020 年,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2002 党的十六大

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冶:要在 2020 年,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会,提出新“翻两番冶目标: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基本

实现工业化。

2007 党的十七大

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二是

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全

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
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2012 党的十八大

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新的要求: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再翻一番;二是人民民主

不断扩大;三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四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五是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017 党的十九大
系统论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突出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摇 摇 资料来源: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九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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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聚焦中国共产党对小康社会的目标制定及其实现过程,可以发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始终是

贯穿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统领性目标,且在这个统领性目标之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具体目标相继被提出并梯度优化和升级。 可以说,小康社会从低水平到高水平,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发展过程,既是针对“初始战略目标、资源禀赋限制、社会发展阶段和国

内外环境冶 [12] 客观实际的具体应对,又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汲取各阶段发展经验,循序渐

进,以稳求进、以进固稳逐步实现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
需要注意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意味着解决了发展中的所有问题。 全面小康社会的建

成,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新的进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用“两个阶段冶淤

谋划了从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这 30 年内,先后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大战略。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也应通过设计两个阶段 30 年 6 个五年规划,制定一以贯之的统领

性目标并将目标层层分解,在不同发展阶段既要兼顾全面,又能有所侧重;既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又能考虑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境况;既能回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又能对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进行充实和完善、优化和升级,从而保证第二个百年

目标的奋斗征程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二)重要抓手:打好党的大布局优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组合拳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睢准同一目标接力奋进,
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既能有机衔接,又能与时俱进、梯度升级。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布局,也经历了从 1986 年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三位一体冶总体布

局,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发展(详见表 3)。

表 3摇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布局的发展认识

年份 背景 认识过程

1979
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

平正芳
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建设“小康冶之家

1980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断,这是对小康

社会的最初愿景

1986
党的 十 二 届 六 中 全 会

公报

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

体制改革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三位一体冶的总体布局

2005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

讨班上的讲话

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

的四位一体

2012 党的十八大报告 从五个方面,对推进“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

摇 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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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到 21 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

段,即“两个阶段冶论。 其中,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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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回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过程,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冶到“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正
是因为发挥了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

才更加完善,发展格局才更加协调,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制定的历次五年规划才有了根本依

循。 伴随着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观布局,社
会主义大国“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冶 [13] 在历次五年

规划中得以具体彰显。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历经“十五冶“十一五冶“十二五冶“十三五冶,这四

次五年规划,瞄准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逐步接力升级;同时,每一次的规划制定

及目标升级,既是对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描绘的国家战略意图的具体阐明,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重要举措,又是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推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从而确保实现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引。 可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正是我国稳

定、连续的历次五年规划将全社会资源有效动员起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

保证。冶 [3]面对“后小康时代冶,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应继续打好

党的大布局优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组合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好党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的作用,集中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进阶型冶
发展规划。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未来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更加聚焦而明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在着眼未来、规划全局、整合资源,以及把握机遇和形成合力中更好地实现。
(三)价值旨归:关照“中国体验冶,提升群众民生“三感冶
如果说“中国经验冶是宏大叙事,那么“中国体验冶便是个体记忆。 相比于“中国经验冶,普通群

众更关心的是“中国体验冶,而“中国体验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冶,并成

为总结全面建设———建成小康社会经验的一扇观景之窗[1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照的是“具有丰

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冶 [15],其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冶的理论,就其本质

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切身利益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中国体验冶。
增强人民群众的“中国体验冶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冶的生动写照。 人民群众不仅

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享用者。 回顾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历程,不断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冶 [2]18,逐步增强人民群众的民生“三感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价值尺度、发展向度和改革力度的生动折射。 因此,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民生“三感冶,并以此作为衡量小康社会提升人民“中国体验冶程度的

重要维度,是将人民群众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回应,也是对中国共

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冶的初心坚守。
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结,就是要通过总结评价的方式深入挖掘以民生“三

感冶为核心的“中国体验冶的具体做法,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价值基础并提供

经验借鉴。 从总体思路来看,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需在全面小康社会

奠定的基础之上,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瞄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围绕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短板,妥善处理好利益获得、幸福追求、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并把三者统一起来,
使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挥正向互促作用。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

能力,人民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 为此,我们需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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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冶 [3],发挥“紧紧依靠人民

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冶 [13],不断开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时代内涵,使“中国体

验冶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总之,在“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评估和总

结,是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小康冶夙愿的深切回应,是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冶的有力证明,是对赓续百年梦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目标的奋力开启。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冶。 因而,回顾中国 40 年小康社会建设史的有益经

验,不仅对我们增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冶淤十分必要,而且对我们以历史

的眼光与前瞻的视野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的说明[EB / OL]. (2020鄄11鄄03) [2021鄄02鄄28]. http:椅www. gov. cn / xinwen / 2020 - 11 / 03 /

content_5556997. htm.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 / OL]. (2021鄄02鄄25) [2021鄄02鄄28]. http:椅

www. gov. cn / xinwen / 2021 - 02 / 25 / content_5588869. htm.

[4] 吴晓明. “小康中国冶的历史方位与历史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2): 25鄄39, 200.

[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EB / OL]. (2020鄄11鄄03)[2021鄄02鄄28]. http: 椅www. gov. cn / zhengce / 2020鄄11 / 03 / content_5556991.

htm.

[6] 孙麾. 马克思晚年对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J]. 哲学研究, 1991(4): 37鄄45, 58.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2012.

[8] ZADEH L A. Fuzzy set[J].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1965, 8(3): 65鄄98.

[9] 王健, 王立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6): 77鄄85.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32, 520.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卷: 第 2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79.

[12] 韩保江, 邹一南. 中国小康社会建设 40 年: 历程、经验与展望[ J]. 管理世界, 2020, 36(1):

25鄄36, 231.

[1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EB / OL]. (2019鄄11鄄05)[2021鄄02鄄28]. http: 椅www. gov. cn / zhengce / 2019鄄11 / 05 / con鄄

tent_5449023. htm.

[14] 周晓虹. 中国体验: 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J]. 探索与争鸣, 2012(2): 13鄄15.

[15]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2.

22

淤 2021 年 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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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Assessment and Summary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Value Implication,

Basic Principles and Experience Review

WU Xingxing, LU Lige
(School of Marxism, Xi忆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忆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e assessment and summary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has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unifying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identity; it ha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launching the Second Centennial Goal and
expanding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assessment and summary work are the combination of
comprehensive and factor syner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s, systematic and
focused assessments, and dynamic and static assessments. Looking back on the 40鄄year
construc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basic experienc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t is necessary to proceed from reality and to advance the work step by
step; it is an important grasp to make a good combination of the Party忆s great layout advantag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concentrating its efforts on major events, and it is the goal to
take care of the " Chinese experience " and enhance the people忆 s sense of acquisitio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Key words: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wo hundred鄄year goal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centenn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Chinese experience of people忆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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