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 

二轮复习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 （1）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 
•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 
• （3）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考点 

1978、
1984、
1992、 

21世纪初 

1.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2.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3.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4.20世纪以来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5.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事业 
 



概括阶段特征 

从国际形势、内政、对外关系、
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角
度分析 



 
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变化 

重点透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指导思想 
“左”倾思想；阶级斗争为

纲 

政治建设 
僵化的政治体制，强化集权，
个人崇拜 

经济体制 
单一公有制经济、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 

对外关系 较为封闭保守 

文化教育 轻视知识，践踏人才 

社会生活 
生活方式单调，充满意
识形态色彩，人民生活
水平不高。 

  

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
存；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初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开展多边外交，积极推动各种国际交
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尊重知识、人才，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科教兴国 
 
丰富多彩，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 



【重难点突破】 

1．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 
经历了四个步骤：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 

 
(1)土地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核心内容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结果

解放了生产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农业合作化的主要原因是小农经济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

要。核心内容是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并

实行集体经营。结果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3)人民公社化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领导人主观地认为农业

合作化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

发展。核心内容是提高公有化程度和扩大规模。结果严

重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原因是党中央正确总结了合作化

和公社化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核心内

容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改变经营管理方式，实行分户

经营、自负盈亏等。结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

业生产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积极支持下，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广，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

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

民公社，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

主，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

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 



农村改革的深入进行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

行以后，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党和政府鼓励

他们兴办社会急需的行业，扶助他们发展多种经营，

农村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乡镇企业的创办，为

农民致富、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拓展延伸 

中、外农村建设情况？ 



 
 

材料一    在圈地运动开始的最初时期，失地进城农民被

简单地看成流浪汉和“懒汉”，英国统治阶级通过“血腥
立法”，加以严惩。  ——李世安《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问题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二战以后，为安置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日
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

展农村合作事业，拉长产业链，就地转移农村劳动
力。……日本政府采取措施促进非农产业向农村地区扩散；

鼓励劳动力由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就地转移。 
——《日本经验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途径》 

英国主要通过暴力和强制方式，日本采取温和的政策
引导；（2分）   
英国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城市，日本则注重农村劳动
力的就地转移。（2分） 

（1）依据材料一、二，比较英、日两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不同特点。（4分） 



从实际出发，农村生产关系调整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科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安置劳动力。（2分，答到两点即可） 

（2）上述材料对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有何启示？（2分） 



2．国有企业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从1985年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

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把原来

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对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

逐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经营责任制；第

三，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

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

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

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勃勃生机。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1)背景：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各种商品的生产计划和销售价格，

都是由中央统一制定的。僵化的体制，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

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供应严重不足。 



(2)步骤 

③到2000年底，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②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

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

化，勾画了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①十四大：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④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幵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这一目标的重

要内容。 

(3)措施 

①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

段。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 

③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和住房制度的改革

，完善失业保障制度，建设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④全面放开粮价；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企

业所得税等。 



(4)市场经济对现代化建设的推动 

①经济保持了稳定高速的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运行

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取得显著成就

。 

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

国家，中国经济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年均9%以上

的高速度，创造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刷新了世界记录。 

③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从总体上

已达到小康水平，正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迈进。 



【他山之石】 

1．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揭开改革序幕。 

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 

①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②中心环节：增强企业活力。

③目标：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3．1992年“十四大”： 

①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②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4．1993年全国人大修宪： 

《宪法》第15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1997年“十五大”：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经济格局基本形成。 



 

2.理解改革开放的阶段性，体会改革开放的艰巨性
和复杂性 

 

 
70年代开始的“突破” 90年代开始的“跨越” 

标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 

解放
思想 

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 

经济
体制
改革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城市：增强企业活力 

对外
开放 

初步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
对外开放的格局 

重点透析 

十四大（1992年） 

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
的本质问题） 
 
改革深入：逐步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 
 
开放拓展：范围更广，以
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世
界，加入世贸。 
 



• 定时空 

• 抓关键 

• 联知识         ⑴     

 

• 定选项（三大法宝）⑵ 

•                

•                ⑶ 



• 第一步：读 

•              四读：①读设问，判断“答项语、
答项语的限定词、答题提示词、材料型还是结合
型问题？” 

•                    ②读题引 

•                    ③读材料出处 

•                    ④读材料正文 



• 第二步： 

•        审分值（根据分值确定答题的要点数量） 

• 第三步：写------注意答题“七化” 

•          ①要点化 

•          ②精准化 

•          ③主干化 

•          ④段落化 

•          ⑤序号化 

•          ⑥整洁化 

•          ⑦一律靠左化 

•           （温馨提示：点要多、面要宽、话要短） 

做非选择题三大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