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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分期的多维解读
———以党的文献为依据

秦　宣

［摘要］　中国共产党自１９２１年成立以来，已经带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苦难

走向辉煌，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对中共百年历程，可以作不同维度、不同学科的解读：

从历史学维度看，可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从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维度看，可分

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维度看，可分为建立、巩

固和完善三个阶段，也可分为建立制度和完善制度两个阶段，还可以分为救国、兴国、富

国、强国四个阶段；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看，可分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个阶段。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也是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３０年。中国共

产党的成功和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许多深刻的启

示。回顾中共百年大党奋斗历程，总结百年大党历史经验，探索中国共产党成功之谜，讲好百年大

党精彩故事，无疑是庆祝建党百年的最好方式。而当我们要真正讲好百年大党的故事时， “革命”

“建设”“改革”“复兴”“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飞跃”

“历史性飞跃”“里程碑”“前半程”“后半程”“新中国成立”“新时期”“新时代”等概念范畴或关

键词，就不断跃入我们的视野。在进行中 国 共 产 党 史 教 育 时，时 常 有 人 发 出 这 样 的 疑 问：这 些 概

念、范畴到底如何理解？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里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对中国共产

党百年史，我们到底如何来描述？当我们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时，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视角？

我们认为，对于中共百年史，完全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维度进行解读。也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共

百年史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才能为描述党史百年的上述若干概念和范畴找到合适的定位。

一、从历史学维度看，中共百年史可解读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就是 “战争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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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主题的主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以 “革命型的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的，自成立之日起，“就

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①，肩负着动员、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艰巨任务。１９４１年，毛泽东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②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历史划分为三个

时期：“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③，这种划分也具有明显的 “战争与革命”的色彩。

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 “决

议”）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

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④

总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２８年间，“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标识，中国共产

党人正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运用于中国实践，才成功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

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关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历史，过去我们党有不同的称谓。１９６１年，刘少

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４０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４０年间，主要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进行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二是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１９８１
年，“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

就的历史。”⑤ “决 议”还 用 “基 本 完 成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的 七 年” “开 始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的 十 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来描述这段历史。至此，我们党一般用 “革命”和

“建设”来描述党自成立以来６０年的历史。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改革日益成为新时期的鲜明特征，“革

命”“建设”“改革”经常被并列起来用来描述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主要工作。１９９１
年７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七十年里，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

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

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

在做。”⑥ 很显然，改革开 放 成 为 新 时 期 的 一 个 重 要 标 志。２００２年 党 的 十 六 大 报 告 第 一 次 将 “革

命、建设、改革”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并以此将我们党的历史分为 “革命、建设、改革”三

个历史时期。随后 “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范畴逐步进入学界的视野，用以描述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的历史。

进入新时代，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

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完整事业。”⑦ 他还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

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⑧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可以划分为 “革命、建设、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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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的历史时期。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作为时间范畴， “革命、建设、改革”分别表述中共百年史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时期。

存在少许区别的是，由于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革命时期的下限到底是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还是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并未形成共识。相应地，建设时期的上限到

底是１９４９年还是１９５６年，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差距。

第二，作为实践范畴，“革命、建设、改革”又具有共时性特征，三者交织在一起，辩证统一

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进程中。具体表现在，革命时期，我们同样有改革和建设；建设时期，我们

同样也进行了革命和改革；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建设也始终贯穿其中。因此，当我们说 “在革

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时，有时指的是时间范畴，有时指的实践范畴。对此，我们必须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还必须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宝贵经验，发扬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积累的优良传统，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一

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伟大革命，认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部署，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把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建设、改革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续写新的篇章。

二、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维度看，中共百年史可以划分为使中国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历史时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是在１８４０年以后中国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遭遇亡国灭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一再受挫的深刻危机之时诞

生的。因此，从诞生之时起，它就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就肩负起实

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因此，中共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

探索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百年。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

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①。２０１８年５月，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②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０日，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１００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

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③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

地将中共百年史划分为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历史时期。

但当我们用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将中共百年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时，还存在着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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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一步探讨的问题，即这三个阶段到底以什么时间点作为划分标志？如何理解三个阶段的逻辑关系？

第一，“站起来”以何时为标志？换句话说，“站起来”这段历史的下限是何时？相应地，“富

起来”的历史起点为何时？

从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看，“站起来”的时间下限有三个，因而 “富起来”的历史起点也

有三个：

一是以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为标志，“站起来”的时间下限和 “富起来”的历史起点为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９月３０日，他在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

的。”①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全体中国人民耳熟能详并充满无比自豪的话语。进入改

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 “‘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

年。”② ２０１９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７０年前的今

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

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１００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

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③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日，我们都会重复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话语。很显然，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重

要标志。

二是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为标志，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则

为 “站起来”的时间下限、“富起来”的历史起点。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回顾２０世纪中国

历史时明确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

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④ 其中，“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

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⑤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 立 和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的 建 立。”⑥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⑦ 进入２１世纪，胡锦涛也曾明确指出：“新

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新纪元。”⑧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

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鲜明标志。

三是以 “站住了”“站稳了”和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为标志，则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是 “站起来”的时间下限和 “富起来”的历史起点。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⑨ 由此，“三大里程碑”成为划分历史分期的时间节点。“中国人

民站起来”的历史时期包括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这种划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做

法，其合理性在于：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 义 制 度 建 立 后，中 国 仍 然 处 于 一 穷 二 白、百 废 待 兴 的 状

态，国际社会并未完全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后２０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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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７８页，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２、２、３、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胡锦涛文选》，第３卷，１２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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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分期的多维解读

直到１９７１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５０周年时，中国才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才

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中国人民才真正 “站住了”“站稳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判断 “站起来”的标准不一样，因而 “站起来”的时间下限也

就不一样，“富起来”的历史起点也就不一样。

第二，“富起来”和 “强起来”两个时间段的分界线在哪？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

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

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①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华民族完成了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成为

我们党和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承担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

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顽强奋斗和艰苦努力，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２０１３年７月，习近平到河北省调研时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 “六十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②。２０１６年７月，习近平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

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

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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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

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③ ２０１７年６月底，习近平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中指出：“经过近４０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大

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④ ２０１７年７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

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

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

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

跃”⑤。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将 “实现了”修改为 “迎来了”，这一修改表明，经过新中国７０
年、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发展，中国虽然已经改变积贫积弱状况富起来了，但并未完全强起来，现在

正处在 “强起来”的进程中。此后，我们党的正式文件和主流媒体中均用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当年出版的、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

《新中国７０年》把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探索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改革阶段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强国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⑥。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２０１２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不仅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而且表明中国进入 “强起来”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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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１９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１６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６２页，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编：《新中国７０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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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到２１世纪中叶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

第三，如何认识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关系，把握其中的历史逻辑？

虽然我们从时间范畴可以把一个民族的复兴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但并非意味着几个阶段是截

然分开的。“站起来”是 “富起来”“强起来”的前提，没有站起来，根本无法富强起来。“富起来”

“强起来”是 “站起来”的保障。如果离开了 “富”“强”，即使站起来了，也未必站得住、站得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站起来的许多民族国家，就是因为没有能够通过发展改变贫穷

落后的面貌，没有富强起来，因而再次陷入民族分裂、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

此外，我们还必须明确的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富起来、强

起来，也只是一个相对意义的概念，其标准与内涵也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经过百年

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这个飞跃并未完成。因此，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下一个百年要肩负的崇高使命。

三、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维度看，中共百年史

可划分为二、三、四等不同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其远大理想是共产主义，其最低

纲领是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

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立

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带

领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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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百年来，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成功也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中共百年史也可以解读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或

者解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史。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到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呢？

下面我们先看几段党的文献：

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８０年来，“我们完成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①，“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

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②，“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③

２０１１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９０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④

２０１４年２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

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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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江泽民文选》，第３卷，２６６、２６７、２６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胡锦涛文选》，第３卷，５２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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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

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

用的制度体系。”① 那么，“后半程”从何时算起，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会上

指出：“在改革开放４０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

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②

２０１８年初，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４０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７０
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９７年的实践中得来的”③。

２０１８年５月４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实现了 “三次伟大飞跃”。第一次伟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④ 第二次伟大飞跃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

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

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⑤ 第三次伟大飞跃是 “在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

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

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⑥ 这三次伟大飞

跃把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１９２１—１９７８年中国共

产党人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探索和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２０１２年进入新时代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如果把

第一个阶段分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则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完

善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

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

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２１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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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６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１１１页，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１－０６。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１３、１３、１４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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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①

从上面的几段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如果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熟和定型这个维度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为标志，中共百年史可分为 “前半程”和 “后半程”两个历史时期，只是后半程刚刚开始，远没有

结束。因此，中国共产党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如果把改革开 放 之 前 的 中 共 党 史 当 作 中 国 共 产 党 探 索 建 立 社 会 主 义 的 第 一 个 阶 段，

而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党史以 进 入 新 时 代 为 界 划 分 两 个 阶 段，则 中 共 百 年 史 可 以 划 分 为 三 个

阶段。同样道理，如果把改革开放 前 的 中 共 党 史 以 新 中 国 成 立 为 界 划 分 为 两 个 阶 段，而 把 改 革

开放以来的历史看作是探索和 建 立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一 个 阶 段，那 么，中 共 百 年 史 也 可 划 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三，如果把改革开放之前的５７年和改革开放之后的４３年分别划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以新中

国的成立为分界线、后者 以 进 入 新 时 代 为 分 界 线，则 中 共 百 年 史 可 以 划 分 为 四 个 阶 段，即 “从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 产 党 建 立 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是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从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②。这四个阶段也可以概括为 “救国”“兴国”“富国”“强国”

的阶段，也可以称之为 “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第四，不管中共百年史划分为几个阶段，中共百年史都可以解读为为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

主义而接续奋斗的历史。虽然我们可以将中共百年奋斗史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但它们之间是前后

相继、不可分割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总结中共百年史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

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四、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看，中共百年的理论创新史可划分为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个历史阶段

　　 “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

引。”③ 用科学理论指导，并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积极推进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

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宝贵经验。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结合进来，先

后创立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这些理论成果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讲话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

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④

７２

①
②
③④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曲青山：《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载 《光明日报》，２０２１－０２－０３。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载 《求是》，２０２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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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到底经过了哪几个阶段？如何从

思想史或理论发展史角度解读中共百年史呢？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哪些阶段？产生了哪些理论成果？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新修改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党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

思想”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②；“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③；“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⑤。

这些论述表明，以党的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届四中全会、十六大、十八大为分界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五个阶段，先后形成了五大理论成果。这五大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有几次历史性飞跃？

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６０多年，有两次历史

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

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１９９２年，党

的十四大把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概括为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

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

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

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⑥

进入２１世纪，我们党先后把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的理论创新概括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

人的理论创新概括为科学发展观。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理论成果

统一概括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⑦ 十七

大报告还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⑧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

８２

①②③④⑤
⑥
⑦⑧

《中国共产党章程》，２、３、４、４－５、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５６６、９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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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

总结———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

中国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① 这一论断表明，在党的十八大

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

理论成果。

第三，如何看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

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②。这是我们

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定位。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对这一思想的独创性

贡献、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学理阐释，对这一思想在实践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

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吗？这

是目前学界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人在学习这一思想时提出的问题。对此问题，目前党的

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表述。我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新飞

跃，只是这次飞跃还没有结束。这一思想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目前还在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进程中。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关系？我们认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理论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开

放的理论体系。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程中去考察，

它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其他几个理论成果是

一脉相承的，是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的关系。当我们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时，这一思想无疑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

发展阶段后的创新理论成果，它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篇大文章，邓小平理论写了

开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写出了精彩的续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写了新篇。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去考察时，可以这

样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使中国 “站起来”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是使中国 “富起来”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指南。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带领人民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绘就了一幅幅波澜壮阔、

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这些 “壮丽史诗”“历史画

卷”“奋斗赞歌”可以作不同维度、不同学科的解读。正因为如此，党的文献中关于中共党史的历

９２

①

②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 八 大 精 神 要 突 出 抓 好 六 个 方 面 工 作———在 党 的 十 八 届 一 中 全 会 上 的 讲 话 （节 选）》，载

《求是》，２０１３ （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１６页，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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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分期是多维度的，由于维度不一样，因而分期也不一样。如何对中共百年党史进行阶段性划分，

这是我们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来成就和经验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需要认真进行学术研究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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