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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迎来60华诞这一庄严的时刻，我们完全有理由自豪地说，新中国不但站稳了脚跟，屹立

在世界的东方，而且正在崛起，走向新的辉煌。铁的事实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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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一、从规律性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涵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一个描述事物表层的经验性概念，而是一个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律性

概念。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把两种社会制度的表层现象简单加以类比的

结果，而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创立新社会的要求不是建立在某种绝对真理或

者道德理由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历

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

的结果。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战后资本主义

尽管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但它依然是一种对抗形式的社会生产过程，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

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为错综复杂，有时还十分尖锐。资本主义国家

的自我调节机制只能在其根本制度容许的范围内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适应，推迟经济危机

的爆发或减弱其强度。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

变动，其表现形式也出现了某种新趋势。正是资本主义在当前的扩张孕育了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只

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危机。 

  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

的新课题，人们对如何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

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也曾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其中包括“文化

大革命”这样的内乱，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正确总结了经验教训，坚持毛泽

东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立足于中国实际，确立了“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改革是在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

本质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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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进行的，

改革始终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三个有利于”为检验标准，抓住经济建设中心不放，强

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改革中始终对“西化”和“分化”保



 

持高度警惕，采取科学的战略和策略。党的自身建设也在改革中不断加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提出，把我们党的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党的十六大以来，确立和落实科学发展

观，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发展和进步，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一些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正在

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探索“中国成功之谜”非常有意义。特别是2008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系列

惊人表现，使许多外国政治家、学者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为它“凸显了中国的制度

优势”。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断扩散蔓延，中国以其独有的竞争力、高效率和适应性吸

引着世人目光，许多人从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重要

贡献，深入研究中国经验成为当今世界新的热点。事实充分证明，在中国，除了社会主义道路，没有

任何其他道路能够给中国带来这样的发展，能够改变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

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我们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完

全合乎规律的正确选择。 

  二、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政策出现了偏差。生产资料公有化程

度越高越好，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越平均越好，这些原则被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志”。但这种“标

志”是脱离我国现实生产力水平的，注定要被社会实践所打破。因此，阐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应当以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 

  有人可能会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作出结论，为什么不能把这个

现成结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呢？这是一种糊涂观念。马恩列斯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结论，其

正确性是毫无疑义的。这个结论是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高度理论概括，为我们进一步研

究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但是，由于这些经典作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社会主义

的发展道路和具体形式作出详尽的说明。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完

全由社会直接占有，没有商品，没有货币。而我国的实际情况与此大不相同。如果用马克思当初的这

些设想作为衡量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标准，那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在运用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这些结论的时候，决不能只是简单地记取和背诵，而必须弄清这些理论产生的脉络，必

须从实际出发。 

  今天，我国实行一系列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如，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遇到过的。以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我国新时期的基本国情，根据当代世界的时代

主题，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新的理论思考和战略决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钥匙 

  我们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着眼于变化万千的社会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对优越性作

纯粹的考察。 

 



  首先，从经济生活方面来看，必须承认，战后西方国家由于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工人生活有

了明显改善，我国人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与其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于是，有人被西方的物质生活所迷

惑，在这些人的眼里，社会主义当然不如资本主义优越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认

为，生活水平的高低，不能说与社会制度的优劣没关系。但是，社会制度优劣的比较应当是一种长期

的战略性对比，是以一个社会形态全过程与另一社会形态全过程作对比，而不是某个短期阶段相对

比。短期对比，很难说明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孰优孰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率先实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国家，其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一定比其他国家好，但这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没有优

越性。同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也不能因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

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 

  其次，从政治生活方面来看，有人很欣赏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认为在这方面资本主义比社会主

义强得多。其实，空洞抽象地谈论民主和自由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民主和自由作为政治概念，其具

体内容是由特定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决定的，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

是资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手段。如果有谁违背资产阶级的意愿，企图越过特定的轨道，就必然受到

这种“民主”制度的制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三权分立、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

情，移植过来只能把中国引向邪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自由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可以

广泛地行使民主权利，充分体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主人翁地位，保证人民群众聪明才智得到最大限度

的发挥。如果把两种民主制度从总体上加以对照，社会主义的民主无疑比资本主义的民主进步得多。

当然，我们的民主形式在很多方面还不够完善，需要不断推进民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一种调

节、完善自身的能力，这也是它具有优越性的体现。 

  四、用发展和动态的眼光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并不是就凝固不变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

阶段，整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成熟的程度不同，因而优越性的特点、形式和体现的程度也不同。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必然要经历若干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因此，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期望，起点也不能一下子太高，只有经过我们一步一步地努力，才能

使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

人民生活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现在全国人民正加倍努力，向全面小康社会和第三步战略目标迈

进。如果我们缺乏历史的眼光，采取超阶段的做法，把将来才能办到的事情，硬要拿到现在来办，其

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探索的过程以及制度和政策逐步完善的过

程。当然，其间不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对于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早有预见。在

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他一再强调，我们现在是在走一条新路，无论是制度，还是方针、政策都

还不够成熟，不够定型。“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所以，要经常“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

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372页）随着问题的不断解决，制

度和方针、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我们相信，现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疑虑，将逐步解除。 

  我们党所坚持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为我们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前

进的方向。只要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中的任何困难，把我们的国

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充分地体现出

来。 



  （作者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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