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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

—1978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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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创并发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政治　不断完善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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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一国两制

”促进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发展；全方位外交布局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新辉煌。



　经济　改革在农村、城市取得突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渐形成。国民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思想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国家治理

1．伟大的历史转折

(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①背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重

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②指导：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③内容：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党的建设。

④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

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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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①原则：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②意义：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社会

基础和群众基础。

(3)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统一

全党思想、开展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4)1982年宪法：增加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规

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2．“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大业

(1)“一国两制”

①提出：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成为我国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的基本方针。

②实践：香港、澳门的回归，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向前迈出重要一

步。



(2)两岸关系的新发展

①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②1992年11月，达成了“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

家统一”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

③1993年，汪辜会谈。两岸往来日渐频繁，民间交往不断扩大。

④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⑤2008年，两岸实现“三通”。



3．民主政治的恢复和完善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渐恢复和完善。

(2)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重点是全面贯彻落实1984年颁

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4)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

①干部制度：新时期，逐步实现了干部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

制化、现代化。

②国家公务员制度：1993年，公务员制度开始推行。2005年，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标志着公务员制度正式形成。



4．新时期的法治建设

(1)恢复发展：1982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完善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①1997年，中共十五大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

②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写入宪法。

③到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是我国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

成熟的重要标志。



(3)党的十八大以来

①2018年，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

②2020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5．全面深化改革

(1)立为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2)确立内容：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

总目标。

(3)写入党章：2017年，中共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内容并载入党章。



6．新时期的外交

(1)政策调整

①目的：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②内容：遵循和平发展理念，开展全方位外交，不结盟、反对霸权

主义和恐怖主义。



(2)外交成就

①与大国关系：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1989年，中苏两国实

现国家关系正常化。进入21 世纪，中国致力于与世界各大国建立不同形

式的伙伴关系。

②周边关系：世纪之交，中国把巩固与发展周边关系作为外交工作

的首要任务。

③与发展中国家：把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

一部分。

④多边外交：中国还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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