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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际高度和科学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论断是以中国国情为客观实际

依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伟大的创造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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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科学结

合的一个伟大创造。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过有益的探索。1958年12月10

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

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

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

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

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

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一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这里已经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身也存在着不同发展

阶段的思想。之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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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阶段比

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民的共产主义

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比较发达”阶段的长

期性，而认为“不发达”阶段不会很长。但后来，毛泽东转向了“左”的错误观点。1963年6月14

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写道：“马克思和列宁都

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

阶级专政时期。”“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

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人民日报》1963年6月17日。这些错误思想进一步的发展就导致了“文化大

革命”的爆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问

题有了系统的、科学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1978年到现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初步提出阶段，时间是1979年到1986年。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



代化，必然要经历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阶段。”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

正式提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

级发展阶段。”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系统形成阶段，时间是1987年到1992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多次在重

要的谈话中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7年8月29日，他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

赞盖里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

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邓小平文选》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根据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基

础，对之进行了详细论述。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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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第三个阶段是完善阶段，时间是1992年到2002年。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报告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时，将初级阶段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报告说：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

脱离实际，超越阶段”。为此，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和1993年八届人大一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作了相应修正。至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

理论以党和国家两个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

培训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

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

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是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党

的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又有了新的完善：第一，将五个特征进一步扩展成九个特征，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增加的四个特征，强调了科技教育文化逐步发达，生活水平由贫

到富，经济上缩小地区差距和树立共同理想、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等方面。这些新内容，一是围绕提高

人的素质和全面发展的目标；二是紧密结合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问题。第二，提出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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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增加了不少新的思想内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等等。十五大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继续进行完善。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次重申：“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过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这一实际是不能脱离的。 

第四阶段是进一步发展阶段，时间是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十六大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

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了新认识与发展：

（1）能否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2003年7

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长

期面对的重大课题时指出：“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邓

小平同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8月22日，在纪念



 

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讲过这样一段话：“邓小平同志以其深厚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

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

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

一次历史性飞跃，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提

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

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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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为我们不断开创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是由一系列理论创新构成的，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理论是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3）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注入了新的元素与活力，例如提出了要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党

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

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

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

压力依然较大，收入分配中的矛盾较多；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的

难度加大。”胡锦涛同志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进一步讲：“我们也必须

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人均资源不足，进一步发展面

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突出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

和谐社会、新农村、创新型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科学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以中国国情为客观依据的。 

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

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

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

段。”这一段话包含着几个重要论断：（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有的阶段，而

且是不可逾越的阶段。（2）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有三个根本原因：其一，中国历史发展道

路决定的；其二，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特点决定的；其三，中国现实的国情决定的。 

1.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国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有共

同路线和一般规律的，而这个一般规律在各个国家历史发展中的表现，又因为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而

必定要带上自己的特色。马克思曾经多次论述过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中国社会与西方

社会有很大的区别：（1）国家从中国文明史的出现之日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重视群体的作

用；（3）拒斥商品经济，以农为本，重农抑商；（4）从来没有把发展生产置于中心任务；（5）东

方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长期停滞，东方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结构给生产力的

发展提供的经济空间十分有限。对于这种区别，普列汉诺夫讲过一段话：“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

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进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进程。”这种经济结构无法孕育出资本主

义的生产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 

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社会性质在整个世界史

上，除中国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经历过。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越过资产阶级统治、

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

重要内容。跨越资本主义社会，是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中国人民在这种历史条件

 



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懈奋斗的结果。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在中国可以逾越，但并不意味着

中国可以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立即进入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正是因为我们逾越了资本主义

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就必然要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中，

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2.中国过渡时期的特点 

任何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有一个起始阶段，为什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起始阶段不叫初级阶

段？这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各国国情不同，一个是各国对过渡时期的理解各不相同。这里简单分析

一下后一个原因。苏联的过渡时期从时间上讲是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1936年斯大林宣布

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从性质上讲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而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是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还有一些国家认为有两个过渡时期：第一个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社

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社会和完全的社会主义，第二个过渡时期是从完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

渡。他们认为过渡性社会结束后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更有甚者是有些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制定从资

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策，为此采取了三项措施：（1）废除货币，实行没有货币和商业活

动的政策；（2）取消工资制，实行全民供给制；（3）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禁止任何个

体与私营经济。    

中国的过渡时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一过渡时

期，中国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既有国有经济，也有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过渡时

期，我们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

有制的主体地位。在过渡时期，我们恢复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决定了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建

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是比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

度都比较低。这样一个社会所处的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中国现实的状况 

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7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

有了巨大增长，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民生产

总值已经超过18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13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均GDP达到了1700美元，

走出了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之列。但从整体上讲，我国还没有

摆脱不发达状态，就生产力水平而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是比较落后

的，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我国的生产力结构不平衡，既有少量的现代化大生产，又有

大量的落后的生产力；人均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所排的位次都比较低，目前仍有3千万人没

有摆脱贫困状态。正如有的学者所讲：中国的问题用乘法和除法去做会看出我们的国情，“乘法题

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15亿总人口，就成了一

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 除法题是：无论财力、物力总量多么可观，只要除以13

亿～15亿总人口，就不仅不会是很高的，而且会是相当低的，甚至是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这两道

数学题说明中国众多的人口对我们的发展带来的压力和动力。”这种生产力状况反映到生产关系上，

表现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局面的存在，表现为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

式，而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造性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伟大的创造性意义。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把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

时期，即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确

定为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经历若干阶段，并提出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

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理论。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立足于中国的历



史与现实，也立足中国未来发展的规律与趋势的基础之上，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完整系统的。这一

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过一本名叫《经济社会学》的著作，其中对若干社会主义

国家提出的过渡时期论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归纳和比较。富永健一认为，在过渡时期理论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有四家。 

——A— —B— —C— — 

苏联型的过渡时期 

在苏联型的过渡时期中，A时点表示，以工人阶级的支持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资产阶级手

中夺取政治统治权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到B时点为止，实现对资产阶

级的经济基础即生产手段的社会主义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计划经济制度，为实现按劳分配做准

备。这个“A——B”期称作过渡期，也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在“B——C”期，国家从无产阶级

专政，经过全民国家，走向国家消亡；随着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完善，阶级对

立消失。这个时期主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B——C”期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

然后，根据国家消亡即社会自治的成长和按需分配条件的完备，转向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即“C”后

时期。 

——A— —B— —C— — 

东德型过渡时期 

在东德型过渡时期理论中，“B——C”期的过渡性特点并不像苏联型的那样明显。这个过渡时

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封建制度、资本主义一样，是一个继起的社会构成体，即社会主义的社

会与经济应当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历史时代。 

——A— —B— —B’— —C— — 

欧洲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欧洲共产主义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民主的方式战胜垄断资本的政治权力和

经济权力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开始，而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漫长阶段的开端。这是第一个过渡时

期，又称为“反垄断资本的过渡时期”即“A——B”时点。法共称“A——B”点为“先进民主”阶

段，西班牙共产党称之为“政治和社会民主”阶段，意大利共产党称之为“民主革命新阶段”。

“B——B’”点，欧洲共产主义称为第二个过渡时期，是从“反垄断资本的过渡时期”转向“社会主

义的过渡时期”。 “B——C”时点则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大过渡时期”。而整个来看，从

B点到C点是由两个性质基本相同的“过渡时期”构成的，被称为“过渡时期”，其性质是社会主义

的，所以社会主义等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过渡时期的特点。 

——A— —B— —B’— —C— — 

朝鲜型的过渡时期 

朝鲜型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中，引入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概念，用

B’时点把“B——C”期一分为二，把“A——B’”看作过渡时期，把“B’——C”称作“完全的

社会主义”。在“A——B’”这个过渡时期中又分为两个过渡时期：“A——B”是一个过渡时期，

“B——B’”是第二个过渡时期。第二个过渡时期结束后，就进入“完全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虽

然是一个消灭了城乡差别、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差别的无阶级的社会，但是还没有实现按需分配

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故尔与共产主义即“C——”阶段不同。 

其实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不同上述“过渡时期”理论的崭新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

发展，从初级阶段理论的角度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A— —B— —B’— —C— —C’— —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A——B”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就是中国的过渡时期，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时间是1949年到1956年。“B——C’”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其起点是1956



年，历时将达到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B——B’”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是1956年到2050

年。“B’——C”是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或者叫中级阶段，时间从2050年到2150年。“C——C’”

社会主义的第三阶段或者叫高级阶段，时间从2150年起至少持续100年以上。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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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始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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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 

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久，日本《读卖新闻》在1987年11月10日发表了一篇

评论，题目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作者丹藤佳纪讲：“中国

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产生刺激，对越南、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第三世界的社

会主义国家将直接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地实

现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转引自陈先奎、辛向阳

著《焦点问题》，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应该说，很多国家的发展，都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中获得过启示。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立足于自己的实际发展本国的经济与社会

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2005年1月发表的一篇《通向中

国》的文章中讲：“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之一，从这一点来看，印

度——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已经从中国学到了很多。”  参见《比较》第16期，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版，第41页。这其中就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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