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202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
提出、深化和新发展

曹 普

摘 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也是中国

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进程中取得的最具创新性的思想理论成果之一。回

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孕育、确立和不断深化的过程，考察这个理论在新时代的新

发展，对于进一步加深对“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的认识，科学把握和研

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身演进成长的历史逻辑、内在机理及趋向，在新时代更好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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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普，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 北

京 100091)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孕育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由于党对中

国国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对在中国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

不足，先后发生了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两次大的错误，招致了很大的损失。“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恢复了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反思历史教

训，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孕育并逐步提出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77 年 10 月，邓小平再次复出伊始即指

出: “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

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

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

国家都算不上。”①1978 年 8 月，他又说: “资

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

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

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②1979 年 3 月

21 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出: “我

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

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 ‘实

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

搞不好。”最 大 的 “实 事”是 什 么 呢? 就 是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

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

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

搞四个现代化的”③。1979 年 3 月底，在 《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

出: “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

特点是必须看到的”: “一个是底子薄”，“现

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

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

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④

理论界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诸多理论

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展开讨

论。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

论观点是: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到共产主义高

级阶段到来之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

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整个历史时期都叫

做社会主义社会，中间不再划分阶段。1979 年

2 月，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同

—76—

《科学社会主义》 ( 双月刊) 2021 年第 5 期



志对这个多年来几成 “定论”的观点提出质

疑，认为“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

很长的时期看作一个整个的历史时期，不再分

阶段”，易于导致 “发生政策上的错误，造成

严重的后果”，为此他们提出，从资本主义社

会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可分为这样几个阶

段: 一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

段，这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无

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 “过

渡时期总路线”的那个 “过渡时期”; 生产资

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进

入另一个时期，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然后再

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 最后才进入到共产主义

阶段。中国现阶段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社会”，“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

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⑤。
1979 年 9 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

过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稿在最初酝酿起草时

就曾经设想，总结 30 年经验教训，最重要的

一条，就是要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讲

话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

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

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

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

在幼年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

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是，它还不

成熟，不完善”，“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

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

化还不发达”; “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

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⑥。这些话对我国

社会发展现状作了基本估计，实际上已蕴含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思想。
1979 年 10 月下旬，邓小平同胡耀邦等谈

话，提出: 1980 年的主要工作之一是 “起草

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 要求决议的起

草以叶剑英国庆讲话为“纲要”并在讲话基础

上“考虑具体化、深化”⑦。正是在决议起草

和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

想的雏型。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要离开现实

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

不成社会主义的。”⑧在 1980 年 10 月 12 日提

交党内 4000 名高级干部讨论的 “历史决议”
稿的第五部分，出现了这样的表述: “在中国

条件下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

务，应当而且只能有步骤地、分阶段地实现。”
在 1981 年 3 月底提交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全

体同志以及部分中央负责同志 52 人讨论的修

改稿中，单列了“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充分

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条，

其中说到: “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虽

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社会经济文化落

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我国自然资源

和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但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

低; 我国有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以手

工劳动为主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很大比

重，封建主义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还

很深。这种国情决定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

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我

国现代化建设只能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

实现。”这段话从我国国情现状和对我国现代

化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辩证判断和深刻体认中

蕴含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根据中央 52
人讨论意见， “历史决议”稿又进行了增删

修改。⑨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在党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使用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⑩，指出: “尽管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

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

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

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

个长久的过程。”瑏瑡一年后，1982 年 9 月党的十

二大报告重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正处

在初级发展阶段”这个论断，并用“物质文明

还不发达”一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

主要特征作了高度集中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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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述在党的正式文

件中已出现了两次，表明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

处阶段和基本国情的认识有了重要突破，但

是，对于我国究竟是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

段”还是共产主义 “初级阶段”的问题，人

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我们党目前

所领导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

动，而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即已经进入共产

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运动”瑏瑢，我国现在

处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瑏瑣。有关部门下

发的《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

育》的“研究提纲”中写道: “共产主义好比

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大厦的

门外，而是已经进人了大厦的门内。进行共产

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

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

现在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共产主义

在今天的实践。”瑏瑤这些情况模糊了人们对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认知，也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此后一段时间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讨

论的沉寂，以至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等重要文件中都未再使用“初级阶段”概念。

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人们的认识逐步深

化。1986 年 5 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关

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的文章，指出:

“我们现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发展

过程和发展程度和马克思原来设想作为共产主

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很不相同”，并不

是马克思主义者原来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

或第一阶段，它的发展程度远远没有达到这一

步，它只不过是向共产主义 ( 包括它的第一阶

段) 过渡的准备阶段。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中国处在“集中力量发展生

产力，使初级形态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逐渐发

展成为完备的、经济上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长

期过程中瑏瑥。该文作者在随后发表的另一篇文

章中进一步指出: “我们目前获得的社会主义，

就其达到的发展水平来说，只能认为是马克思

主义者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预备阶段。如果

把社会主义比做大学的话，那它就是大学的预

科，是为直接进入大学作准备的，……是社会

主义的初级阶段、早期阶段，它还很不完备，

很不成熟”瑏瑦。同年 6 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陈云文选》编辑组在 《人民日报》发表介绍

《陈云文选》的文章，其中也写道: “从俄国

十月革命开始，到中国革命胜利为止，所有走

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除个别国家外，经济

都很不发达或不够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都不

高，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要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完成社会主义建

设，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从已有的实践经验

看，确实需要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在这个历

史时期内，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以后，

才有可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这个

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从低级到

高级，经历若干个历史阶段。我国目前社会经

济文化的实际状况，表明我们还只是处在建设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搞建设，搞改革，

都要考虑这个事实。”瑏瑧这些文章发表后，人们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重新

活跃起来。
随着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

讨论的不断深入，1986 年 9 月，在党的十二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引人注目地第三次使用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并有所展

开。《决议》指出: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

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

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

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

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

先富裕起来。”瑏瑨。 《决议》发表后，彭真在六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学习、讨论 《决

议》的联组会上发言说: “作为社会制度，马

克思是把共产主义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

的，即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即使他

说的那个初级阶段，也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我

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我国还处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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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初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初

级阶段。”瑏瑩如上所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已三

次使用了“初级阶段”的提法，但都未加以发

挥，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然都集中到了 1987 年

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

1987 年 2 月 6 日，邓小平同中央有关领导

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问题，

提出: “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

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
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

更加 明 白。十 三 大 报 告 应 该 是 一 篇 好 的 著

作。”瑐瑠党中央随后成立了由 19 人组成的十三大

报告起草小组。
1987 年 3 月 21 日，负责十三大报告起草

工作的中央领导给邓小平写信。信中说: 十三

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

的根据”，并据以说明 “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

的发展战略”; “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由

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等重大问题，这样 “有

可能把必须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

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

清楚。”邓小平 3 月 25 日批示: “这个设计

好。”瑐瑡一个月后，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社

会主义共和国总理什特劳加尔谈话时进一步坦

率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

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

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

义。”瑐瑢 “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初级阶

段的社会主义。同年 8 月 29 日，在会见意大

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邓小平又

说: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

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

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瑐瑣

进入 1987 年，随着十三大各项筹备工作

的展开和总体设想的确定，理论界掀起了一股

研究、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热潮。1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 “确认我

们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论断，……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中

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立足点。脚应该站在地

上，这是最大的实际。”瑐瑤4 月 24 日，红旗杂志

社《内部文稿》编辑部、北京市 《学习与研

究》杂志社、北京市社科联等单位联合举行座

谈会，邀请在京的部分理论工作者就 “深入讨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意义”、“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

其他阶段的区别及联系”、“讨论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问 题 的 思 路 和 方 法 论”等 问 题 进 行 探

讨。瑐瑥6 月 4 日至 8 日，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

委宣传部、市社科院、《学习与研究》杂志社

联合召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讨会”。
讨论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与会者提

出了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分为初级阶段

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的上限是三大

改造基本完成和确立起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下限是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

立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 第二种意见认

为，社会主义时期可划分为三个大阶段: 初级

阶段、发达阶段和完备阶段。初级阶段从 1956
年算起至下个世纪中叶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的生活水平，初具四化规模。发达阶段要使人

们觉悟普遍提高，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水平。完备阶段，加强两个文明建设，超过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终点，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成。这是一个综合指

标，包括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

领域。其中最基本的指标是经济的现代化。第

四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可以

从 1956 年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算起，终点则

不宜限制瑐瑦。6 月 19 日， 《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探讨》一

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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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历史任务等进行了分析瑐瑧。7 月 16 日至 18
日，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省社科院和

省委党校等四单位联合发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讨论会在杭州举行，60 余名理论工作

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

的重要意义、历史依据、基本特征、根本任务

和方法论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瑐瑨8 月 17
日至 22 日，全国第四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

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就 “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由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

法论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的标准”
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质的规定性及其基

本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研讨。瑐瑩9 月底，安徽省

哲学原理研究会邀请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就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重要

论断进行座谈，会议提出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和

回答的问题包括: “1、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是

什么? 是单项标志，还是多项标志? 它的根本

标志是什么? 2、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有哪几

个阶段? 它们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有什么特定涵义? 3、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有阶段，还是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经阶段? 4、为什么我

们搞了近 40 年的社会主义，到目前还处在初

级阶段? 根源何在? 5、初级阶段在我国整个

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占有什么历史地位? 6、
怎样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初级阶段

较顺利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瑑瑠

到 1987 年 7 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已先后

写出了一至三稿。8 月，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

稿由中央办公厅发往党内约 5000 人手中征求

意见。9 月初，起草小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

各地讨论中提出的 10 多个涉及全局和原则性

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有不少地方提出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时间等

问题。这都表明，十三大报告起草和讨论的过

程，实际上也成为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逐渐接受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邓小平确定指导性意见、十三大报告草

稿讨论和学术理论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作了系统阐述。报告第二部分以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为题，开宗明

义地指出: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

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

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

根本依据。”围绕这个论断，报告环环相扣地

深入论述了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揭示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两层含义: 其一是说我国

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

能离开社会主义; 其二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

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

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二是阐明了我国社

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根据。
三是总结了我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

教训。四是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特

指”和时长，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

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

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

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五是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以及由其决定的改革任务。
六是概括性描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走

向和总体特征，指出: 长达百年的中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

阶段; 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

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

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 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

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

段; 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

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 是

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阶段”。七是规定了我国基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实际必须采取的一系列具有长远意义的指

导方针，包括: 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

设; 必须坚持全面改革; 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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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 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

政治;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

神文明。八是提炼并集中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

线，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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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瑡———这就是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报告在结语部分特别指

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

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

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

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

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

补充、修正和提高。”瑑瑢

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

统阐述，为理解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的兴衰成败提供了一把钥匙，表明我们党对中

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

一个新高度。对此，国际舆论也给予高度关

注，认为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

阐述是“划时代的”， “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和实践的一个新的突破”，是 “中国共产党总

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中国 30 多年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训后得出的结论”;

“今后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路线时，将成为

克服障碍、顺利推行政策的理论武器”瑑瑣。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化

党的十三大以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的学习、研究和讨论进一步深入。中央有

关部门成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联

络小组”，一些重要理论研究部门还拟制了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的规划并作

了部署。1988 年 3 月 19 日，在中央顾问委员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薄一波提出，可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

来回顾和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历史进程。4 月 20 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联络小组成员在四川成都

请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谈“初级阶段”理

论学习和研究工作问题。杨汝岱说: “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党的十三大的重大

理论成果。过去什么叫‘左’呀右呀，改革开

放的依据是什么呀，是姓 ‘资’还是姓 ‘社’
呀，争论不休，不容易说清楚。初级阶段理论

的提出，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对于统一全党

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

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成

果，也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新起点。”7 月 5
日至 6 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联络小

组成员又在深圳主持召开“加强对当代世界发

展的调研、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座谈

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仲夷等 20 余人与

会。任仲夷在发言中说: 过去一个时期，一提

起资本主义，就不加分析地把它看成是万恶的

渊薮，一无是处; 一讲到帝国主义，就教条地

说它是腐朽的、垂死的，马上就要崩溃了。但

事实并不是这样。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需要进行再认识。“过

去，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看得简单了，

太容 易 了。……其 中 有 许 多 是 空 想 社 会 主

义。”瑑瑤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重要理论研究部门

也制定规划，部署加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的研究。
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就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等问题又多次发表谈话。1987 年 11 月，

在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谈话时，他

说，十三大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 “阐

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

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瑑瑥1988 年 6 月，在同

埃塞俄比亚总统谈话时，邓小平指出， “从

1957 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 ‘左’的错

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

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瑑瑦政治风波平息以后，

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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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十三大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 战 略 布 局”，

“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

改变”瑑瑧。1992 年初，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

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

一百年，动摇不得。”“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

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

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

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

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瑑瑨

经过改革开放近 20 年的奋斗，到 1997 年

党的十五大召开之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巨大成就。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五大立足世

纪之交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强调并

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

其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一是通过对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正反经验教训的再反思，深刻阐述了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政治意义、
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强调“在党的纲领中明

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

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强调 “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

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

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

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

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二是

明确提出中国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是当今中国 “最大的实际”，对于我们

党来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要 “搞

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断探索科学社会主义

一般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
具体的、最佳的呈现形式; 三是基于对历史和

现状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不可逾越性和长期性，重点强调了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

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

地努力奋斗”; 四是提出了在中国认识、坚持

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守的科学思想方法

和精神状态，这就是 “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

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

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

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而

“只 能 一 切 从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实 际 出

发”瑑瑩 ; 五是用 9 个 “是”更加全面准确地概

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特征，从动

态变化的视角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演进

趋势，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全面发

展、不断提升的过程; 六是突出强调了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坚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

会生产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首要地位，要把改

革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要掌握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辩证法; 七

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纲领等。总而言之，党的十五大在时隔十年之

后，再次系统深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把人们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党的十五大以后，中经党的十六大、十七

大到党的十八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

识继续深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

方面: 一是提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

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社会主义

的产生、巩固、发展是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长

期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

但“速胜是不可能的”瑒瑠，强调要把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放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进程里审

视。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作为一个

“历史长过程”，也是分阶段的，“在这个长过

程中，我们已经历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

还要继续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总的

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瑒瑡———我们党

关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关

于用 20 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

都是这 “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的实际体

现; 党的十七大还用 8 个方面阶段性特征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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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

阶段的具体表现。三是从位次和发展趋向上，

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 “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强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

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瑒瑢

四是既肯定我国发展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成

就，同时又一再宣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强

调要脚踏实地干事创业，郑重申明 “认清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

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

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

据”瑒瑣 ; 五是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是 “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

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

告诫全党要以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瑒瑤

的坚定执着和政治清醒深入贯彻党的基本路

线，“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

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

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瑒瑥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指引。
第一，牢牢把握 “总依据”，把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确定为当代中国的 “最大国情”“最

大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性

质、发展所处方位的科学界定，是对中国国情

所作的根本性、全局性、总体性判断。早在民

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 “认清中国

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

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瑒瑦这个论断

揭示的道理今天仍然适用。党的十八大提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瑒瑧 “三

个总”的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真谛和要义。在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之

中，总依据处于基础地位，总依据不明，总布

局和总任务就失去了依托和前提。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我们之所以要强调 “总依据”， “是

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

情、最大实际”瑒瑨。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谋划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各项事业才有了基本立足点。党的十八

大结束不久，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即强调，“我们在任何情况

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

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

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 不仅在经济总量低

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

然要牢记初级阶段; 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

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

级阶段。”瑒瑩2015 年 1 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他进一步强调，“当代中

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
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

不能脱离这个基点。”瑓瑠我们党所推进的中国式

的现代化，是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根本特征的现代

化，实现这样的现代化，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

努力，要对它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

充分估计”瑓瑡，只有毫不动摇、坚定不移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 “总依据”、这个 “最大

国情”“最大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稳扎稳

打，我们才能建成这样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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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重申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 “最大国情”“最大实

际”的总体认知。
第二，深刻洞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

化的特点，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
恩格斯曾经指出: “所谓 ‘社会主义社

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

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

革的社会。”瑓瑢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说过:

“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

是最终的。”瑓瑣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

实现共产主义，是 “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

程”瑓瑤，是一次伟大的长征，仅中国所必经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需要至少上百年时间，因

此，“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

是不切实际的。”瑓瑥在这至少上百年的行程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始终固定不变、不可

能始终保持在一个静态水平上，而必然会遵循

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演进变化同样是

一个改革、 “阶梯式递进”、步步向上攀登、
“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 量 的 积 累”的 动 态 过

程。瑓瑦在此过程中，社会主要矛盾将不可避免发

生阶段性变化，由此而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具体样貌也将有不同的表现和特征。所以，

必须辩证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既

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

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

新特点。”瑓瑧能够进行这样的辩证分析，能够准

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

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客观实际决

定工作方针，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重要工作方

法和领导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这

样的方法运用于对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观察: 2014 年，从我国经济出现 “三

期叠加”的长期趋势出发，党中央作出了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2017 年党的

十九大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认知，作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 2020 年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在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如期建成的

背景下，作出了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

阶段的重大判断。
第三，更加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

本路线的 “生命线”意义，要求 “既不偏离

‘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
党的基本路线是对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统领

全局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的集中概括，

是指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总遵循总依

据，是关乎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向着什么目标前进的根本性问题。党

的十八大指出: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

生命线，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

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瑓瑨。正是鉴于基本路线

关系全局、影响全局、决定全局的地位，党的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会议上

更加突出地强调党的基本路线的“生命线”意

义。2012 年 11 月 17 日，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

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二天，他即指出，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

的生命线。”瑓瑩12 月 31 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他又强调: “我国改革

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

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

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

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

帜的邪路。”瑔瑠2016 年7 月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指

出: “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

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

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

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瑔瑡同年

12 月底，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习

近平进一步要求“大家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根

本遵循，认真领会和正确把握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多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

—5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把握党的基本

路线，深刻领会为什么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瑔瑢

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包含领导力量、依靠力量、
根本任务、政治保证、发展动力、精神风貌和

奋斗目标等重要方面，以“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为核心内容的有机整体，习近平强调，

在实践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

摇，必须“既不偏离 ‘一个中心’，也不偏废

‘两个基本点’”瑔瑣。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就会丧失物质基础; 偏废

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经

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孕育

提出到不断丰富发展，至今已逾 40 年时间。
40 多年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我们党

在反思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

中取得的重大认识成果，已被牢牢嵌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正是因为有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依据，才使得我们

党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

针政策，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扎根中

国大地、建立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之上。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进入新发展

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也必将

更加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发展逻辑

的把握必将更加深入，中国也必将由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逐步进至更高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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