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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

准确判断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科学认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从基本国

情出发，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关键。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

变”。这些重要论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明了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所处的时代坐标，为我们认清基本国情、把握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1921 年，中国

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脱颖而出，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

壮丽史诗。在 97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

主的伟大飞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5/03/nw.D110000renmrb_20180503_1-07.htm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

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

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里程碑，也是我们全面认识和

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历史新坐标。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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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这里，习近平同志用“三个意味着”，从中华民族、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

三个维度，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性意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

大意义，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我

们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

有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

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源于我们已经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表明我国将由大国

成为强国；又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

变化、历史赋予我们的新使命。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

深刻反映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要求，与过去相比，既有重大变化又保持连

续性，充满着“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在这里，“变”的是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从着力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问题；“不变”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我们的“最大国情”与“最大实际”。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

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因为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同一方向上发生的阶段性质变，反映的是我国社会生产和社

会需求发生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

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

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

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

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主动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转化，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时

代潮流、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始终有一个如何认清国情、正确判断我国社会

所处历史方位的问题。像我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它的基本国情应该怎样认

识和把握，我们党一直进行着极其艰辛和卓有成效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我们党作出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国的社会主

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前者阐明的是我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我们必须坚持而不

能离开社会主义；后者则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特指不发达的社

会主义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同它的发展程度

有机统一起来，全面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今天，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

国力显著增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近年来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最大引擎，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

水平，并且发展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从区域发展上看，有的地方快一些，

有的地方慢一些，生产力布局还不平衡。从发展各领域来看，既有达到甚至引领

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既存在产能过剩

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居住、

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还有不少明显的“短板”。

从发展成果的共享看，不同群体之间也有不平衡，社会上还存在不少困难群众。

因此，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有清醒认识。

在新时代，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始终坚持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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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一重要论述，



为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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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方

向。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知其事而不

度其时则败。”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也不会一成不变。进入新

时代，我们党对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产生了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明确了“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

安排。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发展的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我

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

刻变化，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

正在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因此，进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不是新一轮大干快上，不能靠粗放型发展方式、靠

强力刺激抬高速度实现“两个翻番”，否则势必走到老路上去，那将会带来新的

矛盾和问题。只有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自觉地用新发展理念引

领新的实践，才能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不断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面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

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夯实实体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创新驱动，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要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交相辉映、美丽山川和美丽人

居有机融合。要增强改革动力，形成产业结构优化、创新活力旺盛、区域布局协

调、城乡发展融合、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发展新格局。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觉做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

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赢脱贫攻坚战，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艰苦奋斗再创业，在继续推

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

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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