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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为, 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复杂性。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是旧的阶级被消灭、新

的阶级产生并取而代之: 旧的社会形态被消灭、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但这个过程中的一切都不是

那么“纯粹”。旧的因素会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存活并发展, 比如“奴隶制度的一些因素”会在封建社

会中存在。因此, 即使经过了激进革命, 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也不能被完全消灭, 旧的意识形态、生产

关系和阶级仍然存在。虽然不再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它们的存在说明了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矛盾并没有

完全解决。中国革命也是这样。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但并不彻底。生产关系的其他

方面、“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有待于以后的努力。• my 

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所推动的社会变革的不彻底性, 说明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之间的斗争“决没有结束”。而且,这一斗争还要经历“长时期的、曲折的”过程才能最终决出胜负。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将存在。他在1962年的讲

话中强调指出: 反动阶级残余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威胁意味着“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

烈的”阶级斗争将会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mz同年的晚些时候, 毛泽东又谈到了这些问题, 并指

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 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也时时存在: 

“那么, 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 现在可以肯定, 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 

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 革命胜利后, 本国被推翻的阶级, 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 国

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 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 甚至

要复辟的。⋯⋯我们一定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 反动阶级可能复辟。”• m{ 

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的著述中反复地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这一观

点。 

毛泽东认为, 无产阶级革命以后阶级斗争仍继续存在的原因包括: 外部资产阶级的存在; 反动阶级的

残余;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多种所有制体系的存在; 小商品生产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分配领

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和“不平等”等等。对于第一个原因即外部资产阶级的存在, 毛泽东这样评论

道: 国际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以及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颠覆活动, 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阶

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 “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国内

被打倒的残余势力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外部条件成为他们寻求帮助的源

泉。他们不甘心失去国家权力, 继续在政治领域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他们在经济领域企图破坏社会

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m|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关注。他指出, 由于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

界,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持续不断。• m}资产阶级思想的有效传播是其在社会

主义社会中的影响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客观条件发生改变之后残余势力继续存在, 加上意识形态上

层建筑的内在本性,结果就是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社会经济制度变了, 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

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 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 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是社会上的

阶级斗争。”• m~ 

资产阶级虽然相对弱小, 但它的意识形态却能渗透到其他阶级之中。无产阶级成员会被资产阶级思

想所腐蚀并采取资产阶级的立场。因此, 无产阶级只有被迫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使其阶级成员摆

脱资产阶级的侵蚀, 并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改造。 

所有制改造的不彻底性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多种

所有制形式———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这是阶级存在的一个原因, 也是阶级斗

争持续存在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1957年讲话中这样指出: “我们说基本解决了所有制问题, 并没有说

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nu苏联的情况也是这样: “他们现在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有三种所有制, 就一定有矛盾和斗争。”• nv 

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密切相关。生产关系的不完全改造

给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有着城市的和农村的小生产者、农民等“广大的小

资产阶级”。按照毛泽东的观点, 这些小生产者的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从南斯拉夫

和苏联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他们社会中存在的个人所有制和小商品生产在“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

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例子都说明“个体经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

资本主义”。农业集体化运动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农业集体化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 为彻

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只要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程度, 农民就不可避免地

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而这种小资产阶级本性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发倾

向”, 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nw 

分配关系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出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1964年的著述

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 并引用列宁的话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

的差别, 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 还‘不能立即消灭

按工作(不是按需要) 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因而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要使

上述这些差别和现象归于消失, 要使资产阶级法权归于消失, 只能是逐步的, 而且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

的时期。”• nx 

相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毛泽东1975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指示中。他指出: 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行商品

制度, 工资制度也不平等,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限制”

• ny。不同的所有制形式, 再加上资产阶级法权和分配领域的不平等, 都给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产生

提供了经济基础。正如毛泽东在1964年曾指出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带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 nz。只有消除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差别, 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 才能消灭“阶级重新出现和资本

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 

一旦多种所有制形式被同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所取代, 一旦分配体系的不平等被超越, “新资

产阶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同一的生产关系是阻止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因素。生产关系的差别

一旦消失, 持续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就会消失。 

以上这些因素揭示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持续存在的原因。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是

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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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n{ 

文革(的“蓝图”) 就是从这些方面进行描绘的。毛泽东认为, 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

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 当然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 但是, 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旧习惯, 来腐蚀群

众, 征服人心, 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 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

 



里的一切挑战, 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 新文化, 新风俗, 新习惯, 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n| 

因此, 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阶级斗争是由上层建筑领域引导的有意识的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 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他们复辟的

目的, 就要为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斗争。这首先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工作, “凡是要推翻一个

政权, 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 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 n}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 无产阶级不得不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来维护和巩固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

的统治。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导致向资本主义的倒退。 

尽管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是长

期存在的, 但毛泽东认为斗争的结果却是毫无悬念的。来自生产力的压力最终将会为自己开辟道路, 无

产阶级将会胜利, 资产阶级将被消灭, 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将会实现。 

因此, 毛泽东后期所频频强调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问题, 并没有构成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背离。无产阶级革命只是标志着不相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部分解决。生产力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 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完全改造却仍待时日。资产阶级被打倒但并没有

被消灭,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没有被消灭。多种经济结构是新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在这种经济结构

中, 旧的社会制度的因素(如小资产阶级商品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平等继续存在。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复

辟目的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最后一战”, 无产阶级为了阻止其复辟也要在这些领域进行战

斗, 因此,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将会持续存在。阶级将会一直是上层建筑舞台上阶级斗争的参

与者, 直到生产关系领域的进一步改造彻底消除了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条件, 直到上层建筑领域的进一

步改造彻底清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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