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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饱受创伤的中国要搞建

设求发展，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总体性谋划，从而实现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实现民族复兴。为此，中国

共产党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

实现了现代化发展战略从最初的胚胎到成熟，一步

步由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

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

一时期也是最终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冲刺时期。

研究新中国70年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逻辑，对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70年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

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一

个政党、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发展必须制

定发展战略。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

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①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战略对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以“现代化”为核心

的发展战略。一个独立的主权完整的新中国的成

立，给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选

择现代化发展战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是因为这

一发展战略是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求救国救民道

路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

的客观规律，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

必由之路。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屋建

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已经形成了以工业化为核心

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具体的

战略安排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但较为具体的战略

规划是到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现代化发展战略进行

了新的更加清晰的规划，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

(一)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战略构想的

形成

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化

的主要表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极为缓慢。改变中国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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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就必须首先推动工业化建设，建立起较为完整

的工业体系，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工业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理想，新

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构想是从工业化开始的。早在

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对工业化问

题进行阐释，认为应在政治条件成熟时，“在若干年

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②。在1949年召开的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革命胜利

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③。新中国成立后，不论是尽快恢复国民经济，还

是摆脱中国“一穷二白”的状态，都要求我们尽快开

启工业化建设的进程，这是当时党内的一个共识。

此时发展战略的问题虽然没有正式提出，但是已经

在酝酿之中。1952年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工

业化是其主体，也标志着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

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为实施这一战略，我国历经四

年编制了“一五”计划，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

主要任务，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由此展开。

新中国现代化战略构想开始是以工业化为核心

的，但是不能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在 1954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首次论述了

“四个现代化”初步设想，提出了以工业、农业、交通

运输业和国防四个领域为重点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

标④，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构想已具雏形。这一构想

是有重点的现代化，是对以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突

破。之后，中国共产党围绕“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

进行了探索。首先是用“现代科学文化”替代了“现

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充分重视科学文化的现代化问

题。1959年 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发

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

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

化。”⑤这是对四个现代化比较成熟的提法，表明四个

现代化发展战略已经形成。1960年 2月，周恩来在

一次谈话中提出要把“科学文化”改为“科学技术”。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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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四个现代化”战略构想成为国

家发展战略确定下来。

(二)“三步走”战略的提出与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前的“四个现代

化”口号重新提起，成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

的战略目标。但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已经不

能涵盖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提法

也逐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代替。1980年12月，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

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

高度的精神文明。”⑦这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的内

涵。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重新提出来，但是如何

完成这一战略目标，需要切实可行的战略步骤。邓

小平具有远见卓识，在对我国国情深入思考的基础

上，对十二大“新两步走”战略步骤进行了细化，形成

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的核心确立

了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步骤，并在 1987年党的

十三大得到确认：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

二步，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

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⑧。“三步走”发

展战略包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达到小康

水平和实现现代化三个战略目标，是战略目标和战

略步骤的统一，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蓝

图。这一战略构想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新时

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依据。

随着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逐步变成现实，以

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酝酿下一阶段的

发展战略，将长达50年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

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在1997年党

的十五大上提出的。战略规划前两步以十年为一个

节点，以两个一百年为期限，把小康社会建设作为主

要任务，提出了 21世纪 50年的总体设想⑨。对邓小

平“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第三阶段的具体步骤和战略

目标予以进一步明确。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程

度不断加深，国际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2000年底

我国GDP达到 88228亿元，人均GDP为 7084元，按

可比价计算，是 1980年的 4.9倍，超额实现了人均

GDP翻两番的目标。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

全会指出：“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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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

了小康水平。”⑩我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据此，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是对十五大提出的“新

三步走”战略构想的进一步细化，把 21世纪前 20年
作为重大的战略机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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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小康社

会是对小康生活水平的超越，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

对现代化水平的一种描绘。这一小康不仅经济要更

加发展，而且在民主、科教、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

有进一步的要求，丰富了小康社会的内涵，奋斗目标

更加明确和具体。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对当时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进行了准确判断，

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

2006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拓

宽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战略任务和奋

斗目标。

(三)以“民族复兴”为引领的现代化发展战略

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复兴给我国正在进行的

现代化建设增加了新的鲜亮底色。民族复兴是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民

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精

神旗帜，这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相通的。现

代化战略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也是实现民

族复兴的基本途径。民族复兴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

之上的民族复兴。新时代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说明距离我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越来越

近，也说明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也越来越

近。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

个一百年”的战略构想：在建党100年时完成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建国100年时完成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

略构想的前两步安排较为清晰，也已经基本实现，第

三步战略构想在表述上采用的是“再花三十年到五

十年”“到下个世纪中叶”等，在 2012年党的十八大

上，才首次以“两个一百年”的提法，明确了第三步战

略的时间节点。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我国进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指日可待，为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新时代进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从 2020年开始也将进入现代化总体

战略最后的决胜期。对于“三步走”战略构想来讲，

前两步的目标已经实现，第三步也已经过了近20年
的时间，我们应该为战略决胜期进行更加详尽的安

排。党的十九大承继十八大的奋斗目标，在综合分

析国内国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对于现

代化发展战略决胜期的安排提出了新的更加细致的

要求：从 2020年到 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经过 15年的建设，在 2035年基本实现现

代化的奋斗目标；第二阶段，再经过15年的建设，在

2050 年左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这是新时代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新的战略安

排。新的发展战略在时间安排上进行了细化，不仅

更加具体可行，而且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时间提前了15年；在战略目标上扩充了内涵，增加了

“美丽”这一新的内容，使现代化的内涵更加全面和

饱满，而且提升了目标的层次，首次提出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概念。原来的设想是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

的十九大提出要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五大文明建设将得

到极大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处于世界领先

行列，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新的战略安排，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体现了

历史的延续性和实践的发展性，是新时代建设现代

化强国的根本遵循。

二、新中国70年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是一个有着

内在逻辑的战略安排。始终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为战略目标，战略安排上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

战略布局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延伸，指导思想

上具有一脉相承性。这一发展战略是一个有机联系

的整体，是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跨世纪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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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步骤更加明

确、布局更加合理。

(一)战略目标的一致性

纵观新中国 7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始终以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咬定

青山不放松，把这一目标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过程。

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都是动态的，

我们曾经用“四个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概念表述

现代化目标。但无论是改革开放前提出的四个现代

化，还是新时代提出的现代化强国，都围绕现代化展

开，以现代化为核心概念，反映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

一致性。

现代化目标又是有层次性的。1979年12月，邓

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国的四个

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

是‘小康之家’。”提出小康之家就是现代化，还只是

低层次的现代化。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上，江

泽民宣布：我们已经实现了前两步的目标，人民生活

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这里所说的小康，仍然是

低层次的、不全面的小康。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

头二十年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

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新时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已经到了决胜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后，我们的现代化水平会有较大的提高。党的十九

大提出要在 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届时

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程度将赶上或超越发达

国家，成为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这

一新的战略目标不仅有数量指标，而且更加注重质

的提升，表明我们对于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认识更加

深化了。从“小康之家”“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全

面小康”到“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层层递进，实现

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统一。

现代化目标的内涵也是在不断发展的。1982年
召开的十二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

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现代化的

内涵已经超越了四个现代化的范畴，追求更高层次

的现代化。现代化从经济范畴扩展到政治、文化领

域。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位一体的发

展目标，说明党对现代化目标内涵的认识已经较为

成熟。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研究了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富强民主

文明”之后增加了“和谐”的目标，现代化建设目标的

外延进一步拓宽了。党的十九大在以前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美丽”这一新的内容，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

目标基本形成。

(二)战略安排的连续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提出过 100年的设

想。1962年 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上指

出：“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

要花一百多年。”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

化”战略目标的同时，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进行了

规划，提出了两步走的构想。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安排。虽然“两步走”的规划较为

宏观，时间安排上还仅限于构想，特别是十年“文化

大革命”实际上中断了这一进程，但为改革开放后提

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二大提出分两个 10年
“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

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

期。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中短期经济战略安排的

一种初步设想，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为进行更长时

期的战略安排积累了经验。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

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勾勒了我国现代

化发展战略的总体蓝图，这一安排既有远景规划也

有具体短期目标，实现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的统

一，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依据和基本方

针。由于“三步走”战略安排中的第三步的战略安排

是粗线条的，党的十五大对实现第三步战略安排作

了详细规划，出台了新的“三步走”战略安排，为经济

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上，对2020年之后的发展做了新的顶层设计，提出

了分两步实现强国目标的战略安排，进一步丰富了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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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布局的整体性

整体性和协调性原则是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迅速恢复和促进国民经

济的发展是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首先从工业化开

始，把现代化工业建设作为现代化战略的主要抓

手。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逐步形成了战略

布局的整体性思维，从单一强调工业化发展转向工

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同时并重的整体性战略布

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构想，在

描述三步走战略构想时提出，以人均GDP指标作为

衡量现代化的一个标准，在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三步

走”战略中，采用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这一

构想突破了以前“四个现代化”战略布局的窠臼，从

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来思考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战略选择

上，以经济现代化作为先导，把经济现代化置于首

要，同时充分考虑到战略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性和

相互关联性。所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即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同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把经济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不是不要其他

方面的现代化，而是唯物辩证法重点论的具体运用，

与当时的国情和中心任务有着直接联系。党的十三

大上提出“三步走”战略安排的同时，已经把现代化

战略目标的内涵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提

出了“富强民主文明”的整体性目标，战略布局上，也

已经开始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邓小平提出

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不仅要“一手

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而且要“一手抓建

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

败”，使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的实施既有针对性也有

全面性。

在继承“两手抓”战略布局思想的基础上，江泽

民提出要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

逐步体现在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上，逐步把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都纳入战略布局当中，实现

了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正如 1995年

9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那样：“必须把

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

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进一步深化了对战略目标和现代化布局的认识。现

代化战略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

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使

之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相对

应。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增加

了“生态文明”这一新的战略要素，进一步拓宽了视

野，战略构想更加明确具体，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

进步。

(四)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性

新中国 70年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历程，

战略蓝图从构想到不断实施落地，也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形成的理论成果，在其指导

下，新中国不同时期现代化发展的蓝图逐步变为

现实。

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是在围绕

现代化战略目标实施的过程中形成的，保障了现代

化发展战略实施。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思想，确保了现代化战略的稳步推进；江泽民“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

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是对现代化战略实施的具体

指导。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拓展了现代化发展战略

的内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提供了

科学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改革开放40年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建设现

代化强国的科学指南，不仅能够确保2020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也为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新时代继续推进我国现代化强国的发展

战略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新中国 70年发展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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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替代的

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筹

划者、领导者和推动者。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从

孕育、实施到新时代的快速推进，是中国共产党凝心

聚力、积极谋划推动的结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几代中国人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回应人民的期待，

以现代化发展战略为施政蓝图，绘就了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画卷。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和气魄，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愿意为现

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力量，使社会

主义现代化蓝图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把为实现民族复

兴和现代化发展战略而奋斗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的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具

有自我革新、自我革命的勇气，在现代化战略实施的

过程中，遇到过种种困难、也曾经出现过挫折，但是

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并纠正错

误。新中国70年发展的实践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其

统领全局的重要作用，对于实现现代化强国发展战

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民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主体，

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之源。社会主义现

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

力。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

得辉煌的成就，关键在于不同发展阶段广大人民群

众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奋斗。要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和

创造性，尊重人民的探索精神，激发其创新热情和家

国情怀，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新时代

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和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站稳人民立场，始终把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献身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攻坚克

难，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新中国 70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风雨

同舟，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同

呼吸、共命运，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现

代化发展战略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战略才能由蓝图变为现实。

(三)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保持战略定力

习近平强调指出，实现新时代的奋斗目标，要有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也要有“乱云飞渡仍

从容”的战略定力。战略定力问题是当前我国发展

战略实施当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保持战略定力

就是要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面前能够泰然自若，

不因各种干扰和困难改变既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安

排。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关键节点，但改革发展的

任务也更加艰巨繁重，同时国际形势也更加复杂多

变，如果没有强大的战略定力，就有可能在战略实施

上出现偏差，战略目标上出现摇摆，战略安排上出现

盲动。要保持战略定力，首先不能犯方向性错误，要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动

摇根本、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推

进各方面改革走向深入。保持战略定力，要求我们

在制定政策时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酝酿，综合考虑、谋

定后动，不能见异思迁、朝令夕改。在改革发展过程

中，鼓励大胆探索，但是也要考虑政策的稳定性和连

续性。保持战略定力还要求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

局势面前能够沉着冷静，增强战略自信，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强国战略。

(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

中国。我国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与

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离不开一个和平安定的国

际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中国

战略安排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虽然提出了“四个

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但是在战略实施上，采取了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与当时国际局势不稳，新

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关系。改革开

放之后，邓小平在分析世界局势的基础上，提出了

“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安排，这是基于时代主题已经

发生变化的判断做出的。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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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国际局势总体走向缓和、稳定，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相对较长的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助于制

定长远规划。我们不仅要善于利用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创造的战略机遇期，而且要主动适应国际形势

的变化，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加快、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下，积极主动

融入世界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现代化战略

的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

展联系起来，为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营

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稳定国际环境的营建总是充满了挑战和障碍。

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对当代中国快速发展，尤其是科

学技术发展的遏制，还会对我国的现代化强国战略

设置更多障碍。我们应该围绕现代化战略目标不为

所动，在积极进行反击的同时，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友

好国家的关系，为现代化强国建设营造更好的国际

环境和发展空间。寻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不

等于放弃原则，对于敢于分裂中国的主张和侵害中

国权益的行为，要敢于亮剑，以维护国家的整体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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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Logic: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ew China for 70 Years
Xiao Guiqing

Abstract：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a country, especially a developing country, to formulate a long and medi⁃
um-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and prosperity. The for⁃
mulation and evolution of New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i.e. "in⁃
dustrialization", "four modernizations", "three step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modernized country led by "national rejuvenation". Although the four stage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they share the
same internal logic in terms of strategic goals, strategic arrangements, strategic layout and guiding ideology, which con⁃
stitute the blueprint for the CPC's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ew China's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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