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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性解析 

  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一种价值的存在，一种向世界宣示其存在的客观价值。古巴是这

方面的典型，卡斯特罗讲：社会主义是榜样的科学。世界银行在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

了“古巴之谜”。虽然古巴在经济上非常贫困，但是其婴儿死亡率却低于许多工业化国家，并且一些在

发达国家常见的疾病在古巴被消灭了。古巴的收入水平只是加拿大的1/10，但其婴儿死亡率却与加拿

大持平。这令世界银行的专家感到费解，把这称之为“古巴之谜。” 

  其实，古巴这种“没有经济增长也能使人民拥有健康”的成就主要来自于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全

民和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政府要实现的三个最高目标之一。毛相麟研究员在2005年出版的《古巴社会主

义研究》一书中讲：“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令的规定，这些方针、政策（指医疗卫生政策）可概

括为以下几项基本原则：第一，享有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是全体公民的权利，保障这一权利是国家的责

任。第二，全体居民都参与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运作和发展。第三，将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同全国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的原则是上述第一条。根据这一条的精神派生

出两项基本政策：第一，医疗待遇人人平等；第二，全部免费，一切由国家负担。”2002年古巴在医

疗方面的公共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即GNP的7%，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11.4%。WHO的一位官员曾经

评价道：“古巴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正是这种价值取向使古巴把社会主义

更多地理解为公正的社会制度。 

  六、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性解析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邓小平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想。邓

小平同志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基础，总结新中国成立社会主

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的实践，第一次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提出“社会主义本

质”这一概念，并作了完整论述。1980年5月15日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社会

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

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以后他多次使用

这个概念，并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1985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

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1990年12月，邓小平同

志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

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2年2月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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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由此

而产生。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概念中最深刻、最稳定、最高的层次，它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全

 



过程，体现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制度。有一些制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体现了社会主义

的根本目的，但它不一定贯穿于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这些制度就不能看作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

度。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要求的模糊认识，

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8月15

日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

性的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拓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和谐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

面，作为本质属性，它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

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也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拓展。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生命体，民主是这个生命体的

心脏。200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对于“什么

是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新的科学论断：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物

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 

  要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就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征；必须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立场上，站在任何别的政党立

场上来看待社会主义，必然会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紧密结合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

而不是从条条框框出发来确定社会主义的内涵与实质。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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