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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
———毛泽东关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

冯永利

（北京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其历史背景必须

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初始阶段。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第一代 中 央 领 导 集 体 的 核 心，在 探 索

和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提出了一系列区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重要思

路和构想，勾勒出了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方向、主体轮廓和基本内 容。因 此，毛 泽 东 关 于 从 中 国 国 情 出

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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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

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的 科 学 命 题。笔 者 认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经提出，就应成

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既要与时俱

进，随着今后 改 革 开 放 和 现 代 化 建 设 实 践 的 深 化

而进一 步 完 善、发 展；也 要 实 事 求 是，根 据 历 史 的

真实情况对 原 有 论 断 中 不 准 确 的 内 容 进 行 调 整、
修正。对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的 形 成，
薄一波有 过“始 于 毛，成 于 邓”的 说 法［１］。毛 泽 东

作为我们党 第 一 代 中 央 领 导 集 体 的 核 心，在 探 索

和寻找适合 中 国 国 情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 中，提

出了一系列 区 别 于 苏 联 等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正 确

的或者基本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路

和构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创造性的、历

史性的理论贡献。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１１０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党

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

义道路进行 了 艰 苦 探 索，并 取 得 了 重 要 的 理 论 成

果。”对照中宣部归纳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１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笔者对毛泽东建设

中国式 社 会 主 义 的 主 要 理 论 成 果 进 行 了 初 步 梳

理，认为毛泽 东 提 出 的 一 系 列 重 要 思 想 已 经 涉 及

了建设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一 系 列 基 本 问 题，其

中正确或基 本 正 确 的 占 主 导 地 位，并 为 后 来 者 所

继承、发展并一直延续至今，由此衍生出了目前命

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

一、毛泽东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根本

任务、发展阶段、根本目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毛泽东明确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倡导把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路线，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继续以 这 一 思 想 路 线 为 指 导，开 始 探 索 适 合

中国国情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１９５６年４月，毛

泽东提出：“独 立 自 主，调 查 研 究，摸 清 本 国 国 情，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

的具体 实 际 结 合 起 来，制 定 我 们 的 路 线、方 针、政

策……现 在 是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 建 设 时 期，我 们 要

进行第二次 结 合，找 出 在 中 国 进 行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并要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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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在 中 国 这 块 大 地 上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的 具 体 道

路”［２］。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毛 泽 东《论 十 大 关 系》
的讲话，表明 他 对 中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 已 形

成了比较系统的 思 路，１９６０年６月，毛 泽 东 在《十

年总结》中 写 道：“从１９５６年 提 出 十 大 关 系 起，开

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还以匈牙

利事件 为 例 指 出，“我 们 要 根 据 马 列 主 义 普 遍 真

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３］１７８。“毛泽东同

志的《论十 大 关 系》《关 于 正 确 处 理 人 民 内 部 矛 盾

的问题》等 著 作，以 及 党 的 八 大 文 献，集 中 反 映 了

探索中的初 步 思 考 和 认 识，提 出 了 许 多 关 于 中 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标志着我们党开始独立自

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４］。
（二）毛 泽 东 曾 经 首 倡 实 现 党 的 工 作 重 点 转

移，把解放和 发 展 生 产 力 作 为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根

本任务。社 会 主 义 改 造 基 本 完 成 以 后，毛 泽 东 及

时提出全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的 任 务，要 求 实 现 党 的

工作重点的转移。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在最

高国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

放生产力”［３］１，同年１２月８日，他又指出，“革命是

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

新 的 政 府、一 个 新 的 生 产 关 系，而 在 于 发 展 生

产”［３］１８２。１９５７年２月，他 在《关 于 正 确 处 理 人 民

内部矛盾的 问 题》中 又 再 次 提 出，“我 们 的 根 本 任

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

护和发展生产力”［３］２１８。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他又提出，
“搞上层 建 筑、搞 生 产 关 系 的 目 的 就 是 解 放 生 产

力。现在 生 产 关 系 变 了，就 要 提 高 生 产 力”［５］３５１。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抓革命、促生产”也

一直是毛泽东所坚持的治国方略。尽管在后期实

践中，毛泽东 并 没 有 把 他 发 展 生 产 力 的 思 想 坚 持

贯彻下去，但 不 能 否 定 他 曾 经 首 倡 把 发 展 生 产 力

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三）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发展

阶段，并提出 了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奋 斗 目 标 和 发 展

战略。在这方面，毛泽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提 出 关 于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两 个 发 展 阶 段 的 理

论。１９５９年 底、１９６０年 初，毛 泽 东 指 出，“社 会 主

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不发达的社 会 主 义，第 二 个 阶 段 是 比 较 发 达 的 社

会主义”［５］１１６。这是一次具有突 破 性 的 理 论 创 新。
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

展战 略。１９５９年 底、１９６０年 初，他 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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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要 加 上 国 防 现 代 化”［５］１１６。
这样，毛泽东 第 一 次 比 较 完 整 地 提 出 了 中 国 社 会

主义建设 的 目 标 是 实 现“四 个 现 代 化”。他 还 指

出，中国的发展所遵循的是“两步走战略”，即首先

建立独立的、比 较 完 整 的 工 业 体 系 和 国 民 经 济 体

系，而后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走

在世界前列。三是初步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长期性。毛 泽 东 指 出，“在 我 们 这 样 的 国 家，完 成

社会主义建 设 是 一 个 艰 巨 任 务，建 成 社 会 主 义 不

要讲得过早了”［５］１１６。并提出，“中 国 的 人 口 多，底

子薄，经 济 落 后，要 使 生 产 力 很 快 地 发 展 起 来，要

赶上和超过 世 界 上 最 先 进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没 有

一百多 年 的 时 间，我 看 是 不 行 的……三 百 几 十 年

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

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

有什么不好呢？”［５］３０２尽管后来有 些 思 想 随 着 形 势

发展发生了变化，但是不能否认，这些宝贵思想都

是毛泽东创 造 性 提 出 的，为 后 来 者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思想启示。
（四）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

题，深刻分 析 了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基 本 矛 盾。毛 泽

东多次指出，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基 本 矛 盾 仍 然 是 生

产关系和生 产 力 之 间、上 层 建 筑 和 经 济 基 础 之 间

的矛盾，正是 这 些 矛 盾 推 动 着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发

展。他强调，“社 会 主 义 生 产 关 系 已 经 建 立 起 来，
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

完善，这些不 完 善 的 方 面 和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又 是 相

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

适应又相矛 盾 的 情 况 以 外，还 有 上 层 建 筑 和 经 济

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 的 情 况”［３］２１５。他 提 出，
政府各部门 所 制 定 的 各 种 规 章 制 度，有 相 当 一 部

分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

者废除。“……上层建筑……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

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

产阶级意识 形 态 的 存 在，国 家 机 构 中 某 些 官 僚 主

义作风的存 在，国 家 制 度 中 某 些 环 节 上 缺 陷 的 存

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

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
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
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３］２１５从这些论述可以

看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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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解决的思想，为进行

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五）毛 泽 东 明 确 提 出 人 民 是 我 们 国 家 的 主

人，始终坚持 把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作 为 党 的 根

本宗旨。毛 泽 东 关 于 人 民 的 历 史 地 位、关 于 党 同

人民关系问题作过许多经典的论述。他强调：“共

产党人的一 切 言 论 行 动，必 须 以 合 乎 最 广 大 人 民

群众的最大 利 益，为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所 拥 护 为 最 高

标准。”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的原理 系 统 地 运 用 于 党 的 全 部 活 动 中，形 成

了“从群 众 中 来，到 群 众 中 去”的 党 的 工 作 路 线。
毛泽东历来认为，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

机关及 其 工 作 人 员 都 是 人 民 的 公 仆。他 反 复 强

调，我们党和 国 家 的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的 权 力 是 人 民

群众给的，我 们 的 干 部 无 论 职 位 高 低 都 是 人 民 的

勤务员，“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是 我 们 党 的 根 本

宗旨，是国家 机 关 及 其 工 作 人 员 必 须 遵 循 的 根 本

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了１９５４年宪法。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在社

会主义 条 件 下，“人 民 自 己 必 须 管 理 上 层 建 筑”。
他说，“劳 动 者 管 理 国 家、管 理 军 队、管 理 各 种 企

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

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５］１２９。毛泽

东也认识到，人民利益的满足不是一个可以一次性

和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他为此进行了许多探索

和实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

二、毛泽东探索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政
治、文化、国防和军队等方面建设的总体指导方针

（一）毛泽东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基本模式，初 步 提 出 要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生 产 和

商品交换 等 宝 贵 思 想。新 中 国 成 立 后，毛 泽 东 对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目标和合理途径进行

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

路”这个命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 指 导。此 外，毛 泽 东 还 创 造 性 地 提 出 了

一些设想和 观 点：一 是 初 步 提 出 了 发 展 商 品 生 产

和商品交 换 的 理 论。他 认 为，商 品 生 产 作 为 一 种

生产方 式 在 各 个 不 同 的 社 会 里 具 有 一 定 的 普 遍

性，并非资本主义的特产；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生产

方式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１９５６年１２月，毛泽东

提出了“消 灭 了 资 本 主 义，又 可 以 搞 一 些 资 本 主

义”的重要思想。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泽东指出：中国

是商品生产 很 不 发 达 的 一 个 国 家，商 品 生 产 不 是

消灭的问 题，而 是 还 要 大 力 发 展。尽 管 这 些 正 确

思想在以后没能坚持，但这些有突破性的见解，对

于后来者“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思想有重

要的启示作用。二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

了初步探索。毛泽东提出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思

想，这就是发挥中央和地方这两个积极性；兼顾国

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关系，绝不能只

顾一头；应特别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允许企业

有一定的“独立性”。三是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科学

技术。在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制定的《工作方法

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放

到技术革命 上 来，“我 们 一 定 要 鼓 一 把 劲，一 定 要

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

革命”［３］３５０。此后，毛泽东又提出，“我 们 必 须 打 破

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

期内，把我国 建 设 成 为 一 个 社 会 主 义 的 现 代 化 的

强国”［５］３４１。四是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毛

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力更生为主，争

取外援 为 辅……认 真 学 习 外 国 的 好 经 验，也 一 定

研究外国 的 坏 经 验———引 以 为 戒，这 就 是 我 们 的

路线”［３］３８０。他在１９５５年３月 关 于 西 藏 问 题 的 谈

话中还提出，“我 们 要 向 先 进 的 国 家 和 民 族 学 习，
学习对本民 族 有 用 的 东 西，但 不 是 所 有 的 方 面 都

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毛泽东

的“向外国学 习”的 主 张 尽 管 还 只 是 初 步 的，但 为

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毛 泽 东 明 确 提 出 要 坚 持 民 主 集 中 制，确

保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共产党立足 中 国 实 际，以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为 基 本 理

念，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本制度框架，建立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 会 制 度、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的 多 党 合

作与政治协 商 制 度、民 族 区 域 自 治 制 度 等 基 本 政

治制度，以达 到“又 有 集 中 又 有 民 主，又 有 纪 律 又

有自由，又 有 统 一 意 志、又 有 个 人 心 情 舒 畅、生 动

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６］５４３的目标。为此，毛泽

东多次强调 要 实 行 民 主 集 中 制，充 分 发 扬 党 内 民

主和人民民 主；主 张 把 正 确 处 理 人 民 内 部 的 矛 盾

作为国家政 治 生 活 的 主 题，尽 可 能 团 结 一 切 可 以

团结的力量；要 切 实 保 障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的 各 项 权

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出社会

主义法制要 保 护 劳 动 人 民 利 益，保 护 社 会 主 义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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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

会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解决社会经济生活重大

问题中的决 定 性 作 用；要 处 理 好 中 国 共 产 党 同 各

民主 党 派 的 关 系，坚 持 长 期 共 存、互 相 监 督 的 方

针，巩 固 和 扩 大 爱 国 统 一 战 线；要 实 现 各 民 族 平

等，实 行 民 族 区 域 自 制，实 现 各 民 族 兄 弟 般 的 团

结，等等。特 别 是 毛 泽 东 对 民 主 与 集 中 的 辩 证 关

系进行了深 刻 剖 析，成 为 社 会 主 义 民 主 政 治 建 设

中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方略。他还指出：“无产阶

级的集中，是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如果没有

民主，不 了 解 下 情，情 况 不 明，不 充 分 搜 集 各 方 面

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

面的或者不 真 实 的 材 料 决 定 问 题，那 就 难 免 不 是

主观 主 义 的，也 就 不 可 能 达 到 统 一 认 识，统 一 行

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７］这些思想，至今仍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 泽 东 明 确 提 出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指 导 地

位，积极促 进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繁 荣 发 展。毛 泽 东 认

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

的阶级 斗 争，还 是 长 时 期 的，曲 折 的，有 时 甚 至 是

很激烈的”。因 此，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文 化 领 域 中，必

须坚持马克 思 主 义 的 指 导 地 位，坚 持 工 人 阶 级 及

其政党的领导权。为了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毛泽东提出要采取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

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

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６］４０５。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和外国文化问题上，他提出要坚持 “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新

文化。毛泽东还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

和其它一切 工 作 的 生 命 线、努 力 发 展 教 育 事 业 等

思想，并特别 强 调 要 加 强 艰 苦 奋 斗 和 共 产 主 义 理

想教育等等。
（四）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就加强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建 设 初 步 提 出 了 一 些 设

想。毛泽东１９５７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阶段大量存在的是

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必

须用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强调要普遍

提倡 和 善 于 运 用“团 结———批 评———团 结”的 公

式，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

党的领导这 两 条 最 重 要 的 原 则，既 要 反 对 教 条 主

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

对民主、绝 对 自 由 的 倾 向。为 了 更 好 的 协 调 社 会

各个方面的关系，毛泽东还对个人与集体、改造人

与改造世界等许多重大关系或重大矛盾做了辨证

的思考，提 出 了 要 消 灭 城 乡 差 别、工 农 差 别、脑 力

劳动和体力 劳 动 的 差 别 等 三 大 差 别 等 重 要 思 想。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保障是件大事、务必要抓

好以及强调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

利等等。现在看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

这些思想确实是不完善的，还有一些被实践证明是

错误的，但是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
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指导意义。

（五）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

本指导方针，始 终 强 调 要 保 持 党 对 军 队 的 绝 对 领

导。毛泽东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的 创 建 者，提 出 了

关于军队建 设 的 一 整 套 指 导 方 针，特 别 是 始 终 强

调党对军 队 的 绝 对 领 导。新 中 国 建 立 后，毛 泽 东

将军事工作 中 心 转 到 巩 固 国 防、建 设 现 代 化 国 防

上，就社会主 义 的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指导思想和原则，如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正

确处理国防 建 设 与 经 济 建 设 的 关 系、国 防 现 代 化

要走适合本 国 国 情 的 发 展 道 路、建 立 完 整 的 国 防

科研和国防 工 业 体 系 以 及 完 善 国 防 动 员 体 制、加

强战略后方建设等等，一直延续至今。

三、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争取和平

统一的对台方针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一）毛泽东明确提出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祖

国统一，就解 决 台 湾 问 题 提 出 了“一 纲 四 目”的 创

造性构想。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为 了 打 破 西 方 帝 国

主义对我国 的 外 交 孤 立 和 经 济 封 锁，以 毛 泽 东 为

首的中 国 政 府 在 坚 持 香 港 主 权 属 于 中 国 的 前 提

下，对香港提 出 了“长 期 打 算、充 分 利 用”的 方 针。

１９７４年５月，毛泽 东 在 会 见 英 国 首 相 希 思 时 确 定

“香港在１９９７年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由此基本

确定了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在解决台湾问题

方面，毛泽东 逐 步 形 成 了 和 平 统 一 台 湾 的 基 本 方

针，后来被 概 括 成 为“一 纲 四 目”，于１９６３年 初 转

达给台湾 当 局。一 纲：台 湾 必 须 统 一 于 中 国。四

目：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

央外，台 湾 之 军 政 大 权、人 事 安 排 等 悉 委 于 蒋 介

石；二是台湾 所 有 军 政 经 济 建 设 一 切 费 用 不 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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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８亿

美元）；三是 台 湾 的 社 会 改 革 可 以 从 缓，必 俟 条 件

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

双方互不 派 遣 特 务，不 做 破 坏 团 结 之 举。毛 泽 东

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

湾从中国分 裂 出 去，大 陆 就 不 改 变 目 前 的 对 台 政

策。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 “一纲四目”的构想 非

常重要，成为后来“一国两制”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毛泽东明确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积极倡 导 和 坚 持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毛 泽 东

主张，新 中 国 必 须 在 平 等、互 利、互 相 尊 重 主 权 和

领土完整的 基 础 上 同 各 国 建 立 和 发 展 关 系，尤 其

是加强经济 和 文 化 方 面 的 往 来；必 须 坚 持 独 立 自

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

强调，“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

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
谁要控 制 我 们，反 对 我 们，我 们 是 不 允 许 的”［９］。
他始终奉行 独 立 自 主 的 外 交 政 策，倡 导 和 坚 持 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各国、同各国人民的

友好往来。对 此，邓 小 平 指 出，“我 们 能 在 今 天 的

国际环境中 着 手 进 行 四 个 现 代 化 建 设，不 能 不 铭

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１０］１７２。

四、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

义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等原则性问题

（一）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社会 主 义 建 设 的 依 靠 力 量。毛 泽 东 历 来 认

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他指出，社会 主 义 是 人 民 群 众 的 事 业，“只 要 我 们

依靠人民，坚 决 地 相 信 人 民 群 众 的 创 造 力 是 无 穷

无尽的，因 而 信 任 人 民，和 人 民 打 成 一 片，那 就 任

何困难 也 能 克 服，任 何 敌 人，也 不 能 压 倒 我 们，而

只会被我们所压倒”［８］。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如何在新的基础上调动、发挥

和保护 人 民 积 极 性，不 断 实 现 其 创 造 性 的 问 题。
为此，他又进 行 了 一 系 列 大 规 模 的 探 索 和 试 验 并

取得了一些 成 功，但 频 繁 的 大 规 模 群 众 运 动 特 别

是“文化大 革 命”，也 给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事 业 带 来 了

巨大损失。无论怎样，毛泽东的初衷是好的，确实

是矢志不渝地坚持了依靠群众的指导思想。
（二）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

的领导核心，要求毫不放松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毛泽东明确 提 出，领 导 我 们 事 业 的 核 心 力 量 是 中

国共产党。在 党 取 得 全 国 政 权 以 后，毛 泽 东 十 分

重视巩固共 产 党 的 执 政 地 位，最 早 觉 察 到 帝 国 主

义的“和平演 变”战 略 的 危 险，号 召 共 产 党 人 提 高

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

在执政以后 可 能 产 生 的 种 种 消 极 现 象，要 求 共 产

党员必须坚 持 共 产 主 义 的 远 大 理 想，务 必 继 续 地

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

苦奋斗的作 风；各 级 领 导 干 部 必 须 自 觉 地 运 用 人

民赋予的权 力 为 人 民 服 务，依 靠 人 民 群 众 行 使 这

个权力，并且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

人，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防止在共产党

内、在 干 部 队 伍 中 形 成 特 权 阶 层、贵 族 阶 层，坚 决

地反对党内 和 干 部 队 伍 中 的 腐 败 现 象；必 须 切 实

解决“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这些

思想，在当前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曾 经 说 过，“从 许 多 方 面 来 说，现 在 我

们还是把毛 泽 东 同 志 已 经 提 出、但 是 没 有 做 的 事

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

好的事情 做 好”［１０］３００。从 毛 泽 东 探 索 适 合 中 国 国

情社会主义 道 路 的 理 论 贡 献 来 看，尽 管 他 没 有 明

确提出“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这 一 概 念，没 有 系 统

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

问题，其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粗略的、初

步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一系

列重 要 思 路 和 构 想 主 题 明 确、内 容 系 统、思 想 深

邃，已经基本 涵 盖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的总体方向、主体轮廓和核心内容，可以说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 义 理 论 体 系 的 形 成 起 到 了 开 创 性、导

向性、基础性的作用。
笔者认为，一 个 成 熟 的、科 学 的 理 论 体 系，首

先必须 要 真 实、客 观、全 面 地 总 结 历 史，做 到 实 事

求是、名 副 其 实，才 能 不 断 丰 富 和 发 展，真 正 用 之

以指导 实 践 并 取 得 丰 硕 成 果。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应当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特色，不同

于其他社会 主 义 国 家 的 社 会 主 义，其 历 史 起 点 理

所当然地要 定 位 在 中 国 主 动 改 变 苏 联 模 式、探 索

适合中国国情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 之 始，即１９５６
年。无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衷

是什么，无 论 是 否 有 权 威 人 士 作 出 过 什 么 结 论，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７８年 期 间 依 据 毛 泽 东 的 理 论 指 导 而

进行的社会 主 义 建 设，应 当 被 纳 入 到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理论体 系 形 成 的 历 史 背 景 之 中。“在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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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与 经 验 时，把 毛 泽 东 领 导 的

社会主义建 设 与 邓 小 平 领 导 的 改 革 开 放、把 新 中

国成立后的前２９年与后３０年完全割裂甚至对立

起来是不可 取 的”［１１］。综 上，笔 者 认 为，既 然 我 们

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

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这一 理 论 体 系 的 历 史 背 景 就 必 须 涵 盖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首先是初

始阶段，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贡献还是历史事实的

层面，我们都 应 当 实 事 求 是 地 把 毛 泽 东 关 于 建 设

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 系 的 历 史 起 点 和 重 要 组 成 部 分，而 不

能仅仅是现在定位的“渊源”和“基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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