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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步走”到“两阶段”：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与未来＊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同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将分两个阶段来安排。这是对前期“三步走”

战略的继续和深入，意味着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将成为新的奋斗目标。本文梳理了从“三步走”

到“两个一百年”再到新时代“两阶段”的发展与

演进，这些战略目标具有系统性、继承性、连续

性，同时立足于中国实际与时俱进，目标的内涵也

不断调整和丰富。从过去的实践、未来发展条件

看，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可

期。预计我国人均 GDP 将在 2021-2025 年期间超过

12000 美元，GDP 规模将在 2030-2035 年期间超过美

国,在悲观情形下,到 2050 年我国人均 GDP 大约为美

国的 31.2%,乐观情形下约为美国的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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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步走”到“两阶段”：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与未来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同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分两个阶段来安排。这是对前期“三步走”战略

的继续和深入，意味着在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后，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将成为新的奋斗目标。本文梳理了从“三步走”到“两个一百年”再到

新时代“两阶段”的发展与演进，这些战略目标具有系统性、继承性、连续性，同时

立足于中国实际与时俱进，目标的内涵也不断调整和丰富。从过去的实践、未来发展

条件看，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可期。预计我国人均 GDP 将在

2021-2025 年期间超过 12000 美元，GDP 规模将在 2030-2035 年期间超过美国,在悲观

情形下,到 2050年我国人均 GDP大约为美国的 31.2%,乐观情形下约为美国的 41.6%。 

一、从“三步走”到新时代“两阶段”战略目标的演进 

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为实现这一

总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从“三步走”到“两个一百年”再到新时

代“两阶段”,我国领导集体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附表）。这些战略目标具有开

创性、继承性、连续性，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

时间表和路线图。 

（一）“三步走”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新历史时期国家建设道路。1963 年中央工作会议提

出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使我国的工业大体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

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 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

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 年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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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并明确时间，提出第一步在 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 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时期的目标总体较为

冒进，但也为后期部署提供了经验借鉴。 

改革开放后，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但立足于基本

国情，也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和挑战性，赋予了现代化新的内涵，规划步骤也更加科

学具体。1979 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时指出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是小康之家式的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逐渐清晰，1982 年党的十二大正

式提及小康目标，制定到 20世纪末分两步走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规划。之后，邓小平

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更加全面和长远的思考。1987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了我国国民

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不仅分两步在 20 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

番，并且要在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

化。 

（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提出与发展 

面临世纪之交，我们党对“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开始进行规划。1992 年党的十

四大提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

发展目标，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侯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

此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侯，就能够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第三步发展目标。“两个一百年”目标初步提出。五年之后，在对历史、当前和未

来发展阶段和内外部条件做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做出具体部署，提出建

党一百年（2021 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建国一百年（2049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一个百年的前十年，

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一番。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更具体地设计了第一个百年目标，提出要在 21 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提出了涉及经济、社会

主义民主、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具体目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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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要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此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

奋斗目标。2007 年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

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首次纳入了人均GDP的量化指标，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涵中增加了“和谐”二字。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次纳入居民人

均收入目标，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并正式概括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 

（三）新时代“两阶段”的提出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的重要判断，这也是未来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报告提出从现在到 2020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并对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路线进行了细化，提出从

2020 年到 2035 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

提前了 15 年，还增加了“美丽”两字，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国家的内涵。 

二、从“三步走”到新时代“两阶段”战略目标演进的特点 

第一，具有系统性、继承性、连续性。从“三步走”到“两个一百年”再到新时

代“两阶段”，党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前景和路径是在统一框架体系内一步步清晰化、

具体化。1987 年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给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

轮廓，规划了从 1980 年到 21 世纪中叶的长远发展目标。1980 年到 2000 年这二十年

间是较为具体的中期目标，即国民经济每十年翻一番，而到 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

化则确立了长期发展的总方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发展的

根本是要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成为

之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随着 21世纪的来临，我们党开始对“三步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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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步进行具体部署。2000 年到 2020 年这二十年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

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成为部署的重点。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

十八大都提出了到 2020 年经济翻番的目标。2017 年，我们即将迎来“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向

第二个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大对 2020 年到 21 世纪中叶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两阶段”战略，对第二个奋斗目标的路径进一步具体化。 

表 1：历次党代会设定的经济目标与实际对比 

党代会 指标 时间 计划 完成 

十三大 

（1987） 
GDP 

1980-1990 翻一番 2.4倍 

1990-2000 翻一番 2.7倍 

十五大 

（1997） 
GDP 2000-2010 翻一番 GDP：2000-2010年 2.7倍。2010-2016年 1.6

倍。假定 2017 年实际增速为 6.8%，未来 3年平

均增速为 6.3%以上就可以达到翻一番目标。 

人均 GDP：2000-2016年 3.9倍。 

城镇居民收入：2010-2016 年 1.5倍。未来 4年

平均增速需达 7%以上可达翻一番目标。 

农村居民收入：2010-2016 年 1.7倍。未来 4年

平均增速为 4.4%以上就可以达到翻一番目标。 

十六大 

（2002） 
GDP 2000-2020 翻两番 

十七大 

（2007） 
人均 GDP 2000-2020 翻两番 

十八大 

（2012） 

GDP、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 
2010-2020 翻一番 

注：均以 1980 年为基期计算实际值 

第二，立足于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具有科学性、务实性。在继承过去“现代化”

战略构想的基础上，邓小平结合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1979 年就曾指出中国式

的现代化是小康之家，1982 年更明确提出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 20 世纪末实现现代

化的一个初步目标，就是达到小康水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思想的

指导下，围绕着解决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发展问题，各阶段战略目标与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密切联系，并在相应的年代节点设定了翻番的经济指标。从各阶

段的完成情况来看基本都超计划完成（表 1），这也体现了制定目标的务实性和科学

性。今年十九大更是针对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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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背景，强调追求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增长。



宏观观察                                                                                                                                    2017年第 30期（总第 201期） 

5 

同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 15年，未来我们不仅是富起来，更要强起来，不

仅要实现现代化，更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表 2：《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主要指标 

指标 全国 2000 年 2010 年 2016年 
经济发展 人均 GDP(元) 2381 6136 9831 

物质生活 

人均收入(元) 
城镇：1440 
农村：665 

城镇：3623 
农村：1314 

城镇：5537 
农村：2208 

人均居住(平方米) 
城镇：20.3 
农村：24.8 

城镇：31.6 
农村：34.1 

城镇：36.6 
 

人均蛋白质摄入量    
城乡交通状况    

恩格尔系数(%) 
城镇：39.4 
农村：49.1 

城镇：35.7 
农村：41.1 

城镇：29.3 
农村：32.2 

人口素质 
成人识字率(%) 90.9 95.1 96.4 

人均预期寿命(年) 71.2 75 76.1 
婴儿死亡率(‰) 28.8 13.5 9.2 

精神生活 
教育娱乐支出比重    

电视机普及率    

生活环境 
森林覆盖率 16.6 21.6 21.6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
上县百分比    

注：收入指标以 1980 年为基期计算 

第三，战略目标的内涵不断调整和丰富。从经济量化指标看，最初的“三步走”

战略主要针对国民生产总值，之后不断丰富为人均 GDP、人均收入等指标。小康社会

和现代化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奋斗目标，随着我国形势和阶段的变化和发展，

其内涵也有所调整。在发展初期，小康主要是使人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使人

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收入增长是主要标准。1987 年邓小平提到以 1980 年为

基数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番达到 500 美元，到 20 世纪末再翻番人均达到 1000 美

元，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 21世纪用 30到 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 4000美元。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家统计局与国家计委、农业部共同制定了《全国人民小康生

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和《全国城镇小康生活

水平的基本标准》三套小康标准，主要包括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

活、生活环境与社会保障五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有相应的具体指标（表 2）。党的十

六大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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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小康社会的内涵进

一步丰富，除了物质生活外，还特别注重人民精神生活、民主权利、生活环境，实现

社会全面进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全面脱贫提上日程，也成为达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硬指标之一。十九大报告也进一步提到要确保到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此外，现代化的内涵也不断发展丰富，最初“四个现代化”

目标更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目标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并指出要坚持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七大

在过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增加了“和谐”二字，党的十

九大进一步加入了“美丽”二字。 

三、新时代“两阶段”战略目标的前景与测算 

（一）前景判断 

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基础上，此次十九大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意味着在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奋斗目标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成为新的奋斗目标，这是对前期“三

步走”战略的继续和深入。同时，在战略步骤上将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一是从 2020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 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现代化建设目标实现时间较过去计划提前了 15年，

对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但这是基于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适应我国发展实

际作出的必然选择，从过去的实践、未来发展条件看也具有可行性。 

从历史实践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远超预期。经济建设方面，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体制机制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转变，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培育和发展，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各个时期经

济目标都提前实现，如 1990 年较 1980 年 GDP 翻番目标提前到 1987 年实现，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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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1990年 GDP翻番目标提前到 1997年实现，2020年较 2000年人均 GDP翻两番在 2017

年就可以实现，各年 GDP 实际增速也均要高于政府预期目标（图 1）。我国 GDP 总量

目前稳居世界第二，占美国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6.7%上升到 2016 年的 60%。社会建设

方面，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从 1980年

的 60%左右降到 2016 年的 30%左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口受教

育程度明显提升，15 岁以上成人识字率从 1982 年的 65.5%提高到 2015 年的 96.3%，

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0 年以上。2016 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13 亿人，

参保覆盖率稳固在 95%以上。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从 1980 年的 67 岁提高到 2015 年的

76 岁。政治建设方面，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等转变政府职能，释放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对环保

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制定完善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境保护法》等一

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将环境保护相关指标纳入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考评体系，实行

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单位 GDP 能耗从 1980 年的 2.664 吨标准煤/万元降低至 2015

年的 0.662吨标准煤/万元。过去现代化各领域的较快发展为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 1：GDP政府预期目标与实际增速（%）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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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能力明显提高，过去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发生根本性改

变，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偏低、与需求的变化升级不适应等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形

势的变化，此次十九大报告并没有对经济增长速度给出具体的要求，而是更加强调更

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绿色的经济发展。未来我国将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化，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的产业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与此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

仅是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未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将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的现代化。沿着十九大在各方面所作出部署继续努力，

未来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问题不大。 

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虽然此次报告弱

化了经济增速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经济增长，未来要实现全面建设现代化国

家，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基础，我国经济也仍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

从供给看，虽然人口数量型红利在减弱，但人口质量型红利正在形成与积累，这既有

利于促进劳动力与产业升级的对接，又能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资本相对充裕，我

国国内总储蓄与 GDP 之比要远高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也要高于日、韩、香港等亚洲

国家和地区，这能为资本形成奠定基础。我国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向不会

变，这将有助于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释放新一轮的改革红利。从需求看，中国

人口规模大，中产阶级数量不断扩大，市场需求广阔，全面脱贫的实现也有助于拉动

消费和需求。同时，城镇化建设和中西部发展是挖掘内需潜力的重要着力点。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2016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7%，户

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41.2%，未来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将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投资的扩大，还会拉动消费的强劲增长。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性较大，东部地区人

均 GDP 接近中高收入国家发展水平，是引领转型升级和开放创新的主力军，而中西部

地区具有资源丰富、成本较低等优势，通过后发优势抓住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产能转

移的机会，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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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景测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对未来中美两国经济发展进行估算。在估算中有三点要特别

注意，一是估算用的是对实际经济增速的假定，计算出的是基于某个基期不变价的实

际值，与名义值不同，并且估算期越长，实际值与名义值之间的差距越大。二是不同

基期的选择对估算影响较大，在对比估算结果时弄清所选择的基期是前提。三是在进

行国际比较时，人均 GDP 比 GDP 规模更有意义，基期的影响也相对更小。基于此，我

们选取 2016年为基期进行测算。同时，我们适当参照日本、韩国经济下台阶时的经济

增长情况，日本、韩国分别从 1973 年、1996 年开始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放缓，日

本在 1974-1991 年这 18 年间平均增速为 4.1%，韩国在 1996-2014 年这 19 年间平均增

速为 4.1%。考虑到我国仍有较多保持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我们预计，我国经济增速

下降幅度将小于日本、韩国。 

表 3：中美 GDP与人均 GDP测算与比较 

乐观情形 

国家 指标 2016 2020 2025 2035 2050 

美国 GDP 18.6 20.6 23.4 30.2 44.4 

人均 GDP 57467 62085 68155 82843 114075 

中国 GDP 11.2 14.5 19.7 33.8 63.6 

人均 GDP 8123 10383 13953 24034 47477 

中国/美国 GDP 60.2 70.4 84.2 111.9 143.2 

人均 GDP 14.1 16.7 20.5 29.0 41.6 

悲观情形 

国家 指标 2016 2020 2025 2035 2050 

美国 GDP 18.6 20.6 23.4 30.2 44.4 

人均 GDP 57467 62085 68155 82843 114075 

中国 GDP 11.2 14.5 19.7 32.1 47.6 

人均 GDP 8123 10383 13953 22808 35550 

中国/美国 GDP 60.2 70.4 84.2 106.3 107.2 

人均 GDP 14.1 16.7 20.5 27.5 31.2 

注：GDP单位为万亿美元，人均 GDP 单位为美元；以 2016年为基期，作者推算 

综上所述，结合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假定我国 2021-2025 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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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实际增速为 6.3%。2025年之后我们假定两种情形，一种相对乐观，经济增速减速较

慢，2026-2035 年年均增速为 5.6%，2036-2050 年平均增速为 4.3%；另一种相对悲观，

经济增速减速较快，2026-2035 年年均增速为 5%，2036-2050 年平均增速为 2.7%。美

国过去 30年的经济平均增速为 2.6%，考虑到美国经济总体相对成熟，假定未来以 2.6%

左右的速度增长。未来人口数据利用联合国预测数。以此估计，我国人均 GDP 将在

2021-2025 年期间超过 12000 美元，GDP 规模将在 2030-2035 年期间超过美国,在悲观

情形下,到 2050年我国人均 GDP大约为美国的 31.2%,乐观情形下约为美国的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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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的演进 

时间 战略目标 

中央工作会
议（1963） 

“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第一步，在 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的工业大体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在
20世纪内，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
化。 

第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
议（1964） 

第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
议（1975） 

十二大 

（1982） 

“两步走”：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
番，即由 1980年的 7100亿元增加到 2000年的 28000 亿元左右。前十年主要是打好
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十三大 

（1987） 

正式提出“三步走”：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
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
水平；第三步，到 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
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十四大 

（1992） 

在 90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
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侯，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侯，就能够达到
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十五大 

（1997） 

“两个一百年”：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一番；再经过
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 21世
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六大 

（2002） 

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 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要在
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
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 

十七大 

（2007）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年比 2000年翻两番。 

十八大 

（2012） 
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十九大 

（2017） 

从现在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 2020 年到 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
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 2020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
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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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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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根据历次会议报告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