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党史大事记简表 

（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8-2012 年） 

时间 
1978 年 12月 18

日至 22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简 

介 

1978年 12月 18日至 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 “左”的错误的

严重束缚，彻底否定 “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

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止使用 “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

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 ”的群众运动，决定

从 1979 年 1 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

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

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时间 

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到

1982年底 

地点 全国 

事件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简 

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按

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冤假错案的

工作全面推开。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影响最

大的是 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彻

底推翻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恢复了刘少奇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

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到 1982年底，全

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

纠正了 300 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 万多名共

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他们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

作岗位或担任新的领导职务。 

 

时间 1979年 3月 地点 \ 

事件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简 

介 

1979年 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

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

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

本原则。这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



“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

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

业。” 

 

时间 1979 年 3 月 地点 \ 

事件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简 

介 

1979 年 3 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

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

出，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

本前提 ”。“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

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

个现代化建设业。”     

 

时间 
1978 年夏秋至 1

982年 
地点 全国 

事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简 

介 

1978 年夏秋之际，安徽省遭遇严重旱灾，秋

种遇到困难。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粮

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这一措施很

快调动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借地 ”中得到

启发，安徽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冲破旧体

制的限制，开始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凤阳县梨

园公社小岗村 18户农民，冒着风险，在包干合同

书上按下了手印。小岗村创造的包干到户，就是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

四川、甘肃、云南、广东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也放

宽政策，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胆尝试，揭开

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1980年 5月，邓小平在

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农民的改革创举。9月，中共中

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的几个问题》，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

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了在生产队领导

下实行的包产到户。1982 年，党中央发出 “一号

文件 ”，明确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

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

任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

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 

 

 

 



时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到 1981

年 10月 

地点 全国 

事件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简 

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借鉴农村改革中

扩大生产和经营自主权经验的基础上，以扩大企

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

全国推开。1979年 5月，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

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 8 家大型企业开始进行

改革试点。到 1980 年 6 月，参与改革的企业增

至 6600个。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城市改

革逐步推向经济责任制方面。1981 年春，改革首

先在山东省的企业中试行。此后，经济责任制很

快推行到全国 3.6万个工业企业。 

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也在展开。从 1979 年

起，国家重新限定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范围，

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规定供销合作社基层

社可以出县、出省购销，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

商贩和农民也可以长途贩运。这为加快城乡商品

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开始

进行。1979 年，全国出现知青返城大潮。为了缓

解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采

取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的方针，开

启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

改革。在这种情形下，“个体户 ”应运而生。19

81 年 10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广开门路，

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指

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

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

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时间 
1979 年 4月至 1

980年 8月 
地点 \ 

事件 创办经济特区 

简 

介 

1979 年 4 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

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

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

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

加工区。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设想。中央对此

表示支持。1979年 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

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

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把经济

尽快搞上去，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

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 5月，党中央、国务院



正式决定将 “出口特区 ”定名为 “经济特区 ”。

8 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

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

济特区。 

 

时间 
1982年 9月 1日

至 11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二大 

简 

介 

1982年 9月 1日至 11 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响亮提

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

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的重大崭新命题的提出，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

时期后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为

关心的重大问题，它成为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改

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时间 
1984 年 5月至 1

985年 2月 
地点 全国 

事件 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简 1984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

时间 
1982年 12月 4

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82宪法 

简 

介 

1982 年 12 月 4 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

部宪法以 1954 年宪法为基础，纠正了 1978 年

宪法中的缺点，内容更加完备。新宪法正确总

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明确今后国家

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用根本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

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等重大问题

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对国家机构设置有许多

新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设立国

家主席、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

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等。

这些新规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增

添了新内容和新特色。 



介 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

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

北海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 年 2 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批准将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

济开放区。由此，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了从经

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这

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

新格局，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 2 个直辖市、

25 个省辖市、67 个县、约 1.5 亿人口的对外

开放前沿地带。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     

 

时间 
1987年 10月 2

5日至 11月 1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三大 

简 

介 

1987年 10月 25日至 11月 1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题

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

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

分条文修正案》。大会的突出贡献，是系统阐述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

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而奋斗。党的十三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制

定了 “三步走 ”现代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

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

的战略部署分三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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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任务已经基本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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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1989年 地点 北京 

事件 1989年政治风波 

简 

介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进一步推进时，1988 年

末至 1989 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是在北京，

极少数人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

众对物价上涨的焦虑，以及对一些党员干部中

存在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



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党中央充

分肯定胡耀邦在 60 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在中央举

行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人借机散布谣言，蛊惑

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发生聚众冲击中南海新

华门的严重事件。其他一些城市也发生不法分子

打、砸、抢、烧的犯罪活动。4月 24日，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分析研究事态发展，认为一场有

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

经摆在面前。4月 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向全党全

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但是，极少数别有

用心的人仍煽动群众占据天安门广场，继续进行

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

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

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 6

月 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

革命暴乱。北京和其他大中城市很快恢复正常秩

序。这场斗争的胜利，捍卫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的国家政权，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和人民根本利

益。 

  这场政治风波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国际国

内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指出，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

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从国际环境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度过危机，在新科学技术革命推动

下，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决策的严重失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陷入

相当严重的困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很

好地发挥出来，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

形象，因而产生了 “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

的错误认识。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对社会主

义国家长期实行 “和平演变 ”，支持和扶植各

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

政治风波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

势力和社会思潮煽动起来的。从国内环境来看，

在一段时间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推进改革

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未能使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不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愈益发展以致泛滥。 



  这场政治风波，促使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

现实和未来。（该条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简史》

一书，未作任何改动）。     

 

时间 1989年 6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简 

介 

1989 年 6 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

鉴于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

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全会决

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全会对

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选举江泽民为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时间 
1992年 1月 18

日至 2月 21日 
地点 

武昌、深圳、珠

海、上海 

事件 邓小平南方谈话 

简 

介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88 岁高龄

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

谈话。 

对如何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

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

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

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

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 “资”还是姓 “社”

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

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针对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非议和责难，

邓小平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

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他指出，恐怕再有 30年的时间，我们才

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

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 更加定型

化。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计划

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鲜

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 

 

 

 



时间 
1992 年 10月 12

日至 18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四大 

简 

介 

1992 年 10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

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

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二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 

 

时间 1993年 11月 地点 \ 

事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简 

介 

1993年 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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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

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其基本框架为：在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

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

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

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开始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整

体性推进。 

 

时间 
1997年 9月 12

日至 18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五大 

简 

介 

1997 年 2 月 19 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 

  1997 年 9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

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题为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

会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

帜就是形象。大会首次使用 “邓小平理论 ”这

个概念，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

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

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大会在我国经济发

展 “三步走 ”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之际，



对如何实现第三步目标作出进一步规划，提出了

新的 “三步走 ”发展战略，即下世纪第一个十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

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

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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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围绕这个发展战略，对我国

跨世纪发展作出战略部署。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时间 
2002年 11月 8

日至 14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六大 

简 

介 

200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

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 

大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1

3 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大会审议通过报告和《中国共

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时间 
2000 年 2月至 2

001年 7月 
地点 \ 

事件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提出 

简 

介 

2000 年 2 月 21 日至 25 日，江泽民在广东考

察工作时明确提出 “三个代表 ”要求。他指出：

“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

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

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

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5月 14日，

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

作座谈会时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 ”，

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

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

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 “三个

代表 ”重要思想。 



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的一个历史

性贡献，是把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同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

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时间 2003年 10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简 

介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

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

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

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

和领域；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

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

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等重大政策措施。

《决定》标志着我们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

展市场经济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把握和运用市

场经济规律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按照全会的部

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稳步推进。 

时间 
2003 年 8月底 9

月初 
地点 \ 

事件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简 

介 

2003年 8月底 9月初，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

提出 “科学发展观 ”概念，指出要牢固树立协

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1

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

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 “坚持以人为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

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4年 3月 10日，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对科学

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基本要求和指导意义作了全

面阐述。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对 20多年改革开

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的重要启示，

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科学发

展观提出以后，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

作用。 

时间 
2002年 11月至 2

006年 10月 
地点 \ 



 

 

时间 
2007 年 10月 15

日至 21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七大 

简 

介 

2007 年 10 月 15 日至 21 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作

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

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作了 “十个结合

 ”的精辟概括，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基本内涵，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概念并作了概括。大会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

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大会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

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创

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

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 

 

事件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 

简 

介 

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目标时，提出了实现社会更加和谐

的要求。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

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

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确定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2006年 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

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目标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增加了 “社会建设 ”这一

重要方面，从而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 “三位一体 ”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