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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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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在人类文明史上开创新纪元意义的新质要素 

如果不是带有意识形态或历史偏见的话，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所进行的开天辟地的制度创新，

是不容怀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建立的、其后在包括中国在内

的十多个国家内曾先后实行过的社会制度，在20世纪的大半部时间内，至少在八个方面展示了比资本

主义文明更高的人类文明新曙光，这就是：进行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伟大尝试；进行了超越私有

制、在全社会建立公有制的创造实践，使生产不再仅为“资本的增殖”而是为满足绝大多数人需要而

服务的活动，从而在使社会财富增加由全社会人民共享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进行了计划经济的

初次尝试，第一次把计划作为管理经济活动的手段引入国民经济管理；实现了国民收入和绝大多数人

生活水平在较长时间的持续改善；创造出一个全民福利、充分就业和从未有过的安定的社会；建设起

世界上最广泛、最发达的普及教育，第一次把教育特别是接受中、高等教育由少数富有阶级的专有特

权，变为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义务；超越了由金钱控制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第一次实现了在

经济平等基础上的人民普遍的政治平等权利（尽管事实上工人农民、城乡之间的平等权利曾长期存在

较大差异），和前所未有的较高程度的男女平等；形成了新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互助友爱的新社会

风尚，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抵消的个体自然人倾向于强调短期效应的社会规范。尽管上述人

类新的文明的曙光，因较落后国家经济文化历史条件所限，在其特定早期社会主义模式实现形式下，

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先天的弱点和阴影，有些尝试也没有最终成功，但它无疑包含着在资本主义文明

高度发展中世界范围内正在旧制度中孕育着的人类文明新的发展方向，以及必将替代资本主义旧制度

的新制度的新质要素。 

对此，在苏联消失以后，西方的政治家、学者，甚至于宗教界领袖从各种角度客观地承认和肯

定。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价值，体现在平等、公平、自由、自治、

社会公正和充分就业等。布热津斯基承认“苏联制度是国家计划和国家指导的社会革新的最典型的样

板”，罗马教皇曾肯定十月革命开始的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成就“是对某种野蛮资本主义的反抗”，

“在社会主义的计划中，也有‘真理的种子’。这些种子当然既不能摧毁也不能丧失。今天必然准

确、客观、有区别地予以评价”。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说，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给因“20世纪20年



 

代的金融危机和30年代大萧条”处于“灭绝边缘”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走出苦难的启示。美国左翼学者

大卫·施韦卡特则历史地肯定了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对20世纪相当长时期世界和资本主义制

度冲击的影响，并指出，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在俄国开始，没有理由期待它立即成功，部分的成

功或彻底的失败，都将为后来的尝试提供许多经验，直到确立了充分优越于旧秩序的制度的最后一个

变革，而且巩固下来。 

二、十月革命开启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基本价值与本质 

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新质的基本价值，在于其追求绝大多数人而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

少部分人的幸福——公平、就业、福利、教育、民主、和谐，它展示的是一个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公

正、自由、平等、民主、互助、和谐的新社会文明，特别是从本质上看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尽管其

民主形式极不充分极不完备，其后发展又被长期忽略甚至于被一度践踏，但无论是就其基本制度规定

还是社会目标追求上，毕竟体现的是千百年来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在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制度新质的基本价值中，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有最核心的意

义。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历史实践，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本国国情相结

合的产物，也是人类历史上在如此大的范围和国度中将创建新社会的理想付诸于现实实践的第一次尝

试。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本质的认识和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从理想到制度实践的根本引领，也是我

们理解和认识十月革命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新质要素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

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作人类必将进入的一个更高级的文

明阶段，而这个文明阶段的本质就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

会形式”。人与物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破解人自身发展之谜的根本锁钥，从这一角度出发，他提出

过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的理论，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

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在人与物关

系上实现的自身文明发展将要走向的一个新的质的飞跃与进步。新社会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

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以及阶级对

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 

从这一视角去看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制度的前述成就，其新质要素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些将其贡

献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并同资本主义制度——哪怕是最完备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同的，正是对

一个为着绝大多数人、给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新社会的制度创新，一个力图从根本上变物支配人、

金钱支配一切的制度为人支配物、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目的的社会新文明制度的创造和

第一次伟大的社会实验。追求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及计划手段的引入，不仅体现着经济平等，更

重要的是体现了人民对经济为谁、为什么而发展的重新掌控；不受财产限制基本平等享有的教育权、

医疗权、就业权、养老保障，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十分有限的条件曾达到了一种几乎极至的状态，充分

展示了一个以人为本、保障人的生存、发展、安全为中心目标的新社会图景，表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

 



的社会制度的初级形式的探索。 

 

（作者：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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