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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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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步发展起来，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党校、军
事院校、社会科学院等先后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教学研究机构，开设了科学社会主义课程，部分学校
还设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各种学术活动广泛开展，研究著作和学术论
文大量问世，取得了丰硕成果。 

  科学界定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是什么。有学者认
为，科学社会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马克思主义，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马
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理论。通常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后
者。有学者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推翻和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新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是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义，包括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两方
面的内容；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先后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大家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综
合性学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掌握这门学科，必须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社会解放
与人的解放的统一，理论、运动和制度的统一。 

  不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学术界打破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努力全面、
完整、准确地把握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认
识。 

  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在坚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基础上，
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重视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殊性，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
历史进程与民族形式的有机统一。 

  关于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和途径问题。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根
本途径的同时，强调不同国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外部环境不同，革命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纠正了
长期以来把暴力夺取政权视为唯一革命道路的观念。 

  关于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出现的对本国发展阶段估计过高、超越历
史阶段的现象，强调准确把握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精神实质，不能把马
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
社会主义简单等同起来；强调应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出发来建设社会
主义。 

  关于正确看待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问题。强调经典作家是依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预见
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的，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来阐发未来新世界的一般特征的；他们所预见的
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而不是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和具体方案。应坚持经典作家提出的
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原则，同时不能把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应把未
来社会看作一个发展变化的社会、一个不断进行改革的社会，从历史发展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中把



 

握未来社会的发展。 

  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始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为了回答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理论界、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问题。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着重破除了把计划经
济看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念，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思想障碍，并积极探索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途径与方法；探讨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过两种倾向：一种是前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否
定社会矛盾存在，把人们思想上的一致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另一种是我国在1957年以后继
续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学术界深刻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提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应通过改革开放破除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
机制，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问题。针对社会上曾经出现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
手软等问题，有学者比较早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应当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前提下，全面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这为我们党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
局、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问题。围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讨了什么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为什么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
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
不懈地努力。 

  积极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积极开展对国外社会主义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对苏东剧变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苏东剧变的原因、过程、后果、教训等进行了系统
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深入的认识，如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但改革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方向；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的出路在
于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等等。 

  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总结。世纪之交，学者们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
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具有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既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又必须警惕和平
演变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必
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对外关系；等等。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国共产党及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
党实现了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积极发展同外国政党的友好往来，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借鉴其他
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在这一背景下，理论界、学术界对国外社会主义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其中包括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研究，对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
态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等，国外社会主义研究逐渐成为科
学社会主义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些研究一般采取评介的方式，一方面介绍国外社会主义的基本情
况和最新进展，另一方面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论。 

  客观评价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理论界、学术界既努力纠正过去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又注意防止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倾向，致力于客观评价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关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客观地、历史地对待资本主义，既承认它的
巨大历史作用，又看到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和问题；对资本主义进行具体分析，把资本主义的
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方法等区别开来，强调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具体文明成果要积
极吸取和借鉴；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既应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和矛盾，
又应承认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不能完全“与资本主义对着干”，又不能搞全盘西化。 

  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虽
然使其社会基本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矛盾并没有真正消除，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
加深，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没有改变。
但也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发挥完它所能容纳的全
部生产力，没有用尽其应对矛盾和缓和危机的能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将长期并存，社会主义还
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执笔：闫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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