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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开创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辛探

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地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在60年的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经过短暂的和平恢复时期、

社会主义过渡和所有制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时期，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推进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

的基础上，由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所开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发

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 

  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过程中，所积累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探索的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前提，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

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准备。 

  正确地评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科学认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的正确认识，对于我们今天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历史功绩来说，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是成功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为社会主义

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制度前提和政治基础。二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实践努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和模式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准备。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的失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文

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

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一定要采取历史

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地评价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

索的功与过。 

  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

性课题展开理论上的思索和实践上的尝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做了理论准备。 

  1.率先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

探索前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照搬照抄苏

联的建设模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苏联模式逐渐暴露出其缺点和弊端，毛泽东开始认识

到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迫切性。他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

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

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在1956年至1957年

上半年党的八大前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思考，他

率先提出“以苏为鉴”、不要机械照搬外国经验的方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中国要走自

己的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关于走自己的路，找一条适合中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发展的根本经验是，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观点构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路线基础和精髓。 

  2.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

论。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认为这对矛盾是基本适应前提下的不适应，可以经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提出人民对

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当时我国国内的主

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这些理论为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路线和改革

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3.在对中国国情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提出我国正处于不

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有了初步认识。毛泽东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

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认为我国正处在“不发

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观点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是有启发性的。 

  4.提出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发展目标和中国工

业化道路。毛泽东规划了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思想观点。在工业化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

验，要正确处理农、轻、重三者关系，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走出一

条中国特色的工农并举的工业化道路。 

 

5.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毛泽东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用辩证的思

 



想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他生动形象地概括说，讲辩证法就是运用“要讲两点”的辩证思想来

观察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和矛盾时，在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时，也要抓好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点和非重点的辩证关系。他在具体阐述社

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中还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综合平衡”、“并举”的重要思想。 

  6.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的理论创新认识。他认为，我国

是一个商品很不发达的国家，看商品生产、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

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这些认识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前提。在经济体

制方面，他主张着重解决中央与地方分清经济管理权限的分权问题，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他说：“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但是，必须有分析有

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 

  7.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认为中国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

逐步健全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

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目标。 

  8.提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方针。认为文化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须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毛泽东提出必须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吸收我国过去和外国一切有益

的文化科学知识。 

  9.提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领导社会主义事

业的核心力量。强调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10.提出和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关于对外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指出：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

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 —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强调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正确认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是我们党理论创新宝库的伟大精神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

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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