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近四年高频考点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外交政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 
 

政治：（10年34 新时期不结盟政策） 
 

经济：（11年34.国有企业改革 
        12年32.市场经济改革 
        13年1卷35 经济体制改革 
        15年2卷41 改革开放后节假日变化） 
        17年1卷31 经济体制改革  45 20世纪80年代工资改革 
 

文化： 



阶段 

特征 

表现 

政治 

经济 

文化 

阶段特征                          划分阶段  总结特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1978年至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中国在民主法制、经济建设、科教卫生、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
煌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取得重大成就，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一国两
制”促进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发展；外交领域成就突出，以联合国为中
心开展多边外交，积极推进新型区域合作。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
在范围上不断扩大，在层次上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
放格局。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重大理论
成果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南；科技、教育、文艺全面繁荣；
生活时尚、思想开放成为新时期人们精神面貌的主要特色。 



 核心整合                              归纳知识  整合视角 

一、政治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政治与外交 

1、民主法治走向健全 



(2)民主制度的完善： 

①1982年，中共确立了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 

②198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

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③199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改变了上级任命村委会干部的做法，各地普遍推行村民自

治、民主选举的基层民主制度。 



2、“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 



3、新时期的外交建树 



归纳总结 “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特点 

(4)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

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5)长期执行：实行“一国两制”长期不变，具有稳

定性。 



二、经济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 

 核心整合                              归纳知识  整合视角 

1、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①内容：1978年，安徽、四川一些农村，开始实行包产

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在全国实行以家庭承

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 

②意义：农民有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克服了分配中

平均主义的弊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开

始了历史性的变革。 





②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③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④到21世纪初，社会主义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  

2、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项目 经验教训 事例(史实) 

中心 

任务 

建设 

速度 

归纳总结   史论结合 

1、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坚持改革开放 

“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不能急于求成 

1958年“大跃进”，片面强调人的

主观能动性 



(4)“全方位”是指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

放；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对世界

上所有国家开放。 

(5)“多层次”是指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通过经

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多种开放形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对

外开放。 

(6)“宽领域”是指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还包括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开放。 



项目 经验教训 事例(史实) 

生产 

关系 

建设 

道路 

依靠 

力量 

生产关系调整必须适应

生产力发展水平 

1958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脱

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家庭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

力发展水平 

坚持中国国情，走自己

的路，不能照搬外国经

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改革开放后确

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必须调动一切力量为经

济建设服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发

展为爱国统一战线，更具有广泛性 



2、对外开放“点、线、面、全、多、宽”的含义 



①特点：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到建立起公

有制为绝对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 

②表现：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排斥市场调节，以指令

性计划和行政管理为主。 

(1)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底 

(2)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 

①特点：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

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属于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体制。 

②表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城

市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

放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经济体制转型 



(3)20 世纪 90 年代“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来 

①特点：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初步建立起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②表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即改变过去以行政配置资源

的方式，而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企业进行产权制度

改革，实施“走出去”战略，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大

潮中去。 



 核心整合                              归纳知识  整合视角 

三、思想科技文化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 

1、邓小平理论 



③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第一次对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系统概括。 

④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等科学论点。 

⑤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

入党章。 

⑥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2)意义：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人民进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科技、文艺、教育 



归纳总结 

当代中国的三大思想解放运动 



(2)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指的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

谈话”，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解决了困扰人们的

姓“资”姓“社”的问题。 

(3)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指的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会

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解决了困扰人们的姓“公”姓“私”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各领域的发展变化 



2．经济上 

(1)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

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 

(2)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

为辅的方向转变；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

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发展思想从片面盲目发展到全面科学发展的转变。在继

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突出地强调城乡、区

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注重宏观调控，强

调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外交上 

(1)由革命外交转变为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 

(2)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4．思想上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5．科技教育上 

科技快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载人航天事业等逐

渐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教育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 

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了职务，

一批知识分子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

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维护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

在新时期做出的一大历史贡献。 

④恢复高度制度：从1977年起，恢复统一考试制度，为

中国现代化建设选拔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2)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创立，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做出的又

一大历史性贡献。 

②经济体制改革：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农村和城市开始

经济体制改革。 

③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和管 

理经验；实现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创办经济特区。 

 



④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3)南方谈话，影响深远： 

①内容：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作了新的概括，提出“三个

有利于”标准，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 

②影响：南方谈话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主张，被视为

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宣言，影响极为深远。 



(4)“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①为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②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成功收回香港和澳门，洗雪了中华民

族的百年耻辱。 

2．历史评价 

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总设计师、20 世纪对中国历史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伟大人物。 



1．(2015·江苏高考)邓小平说：“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

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无论怎么样开放，

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

不会是资本主义。”这一讲话应该出现于      (  ) 

A．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之际   B．浦东开发与开放之时 

C．“南方谈话”发表之后   D．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 

高考链接 



2、 



3、 



4、 



概括指出材料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并结合时代背景加以

阐释。 

（山东高考）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做出了一
个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举动（见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