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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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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

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

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今天纪念会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把纪念十月革命与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又更好地把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当代世情、中国国情相结合，坚定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曾经说过：“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

的意义就愈明显。”在以个别经济强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对列宁这一判

断的领便愈加深刻。现就六个问题简要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开始书写全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

历史篇章，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无可置疑的成就： 

一是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

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消灭人剥削人制度的伟大尝试，第一次实现了在经济平等基础上人民普遍的

政治平等权利。 

二是在短时期内改变了俄国的落后面貌，实现了工业化，到20世纪中叶苏联已成为屈指可数的世

界工业强国之一，以资本主义所不可比拟的速度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53年与革命前最高年份

1913年相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增加了0.71倍，法国

增加了0.54倍。 

三是苏联还先后战胜了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围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了法西

斯的主力，为挽救和发展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光辉的贡献。 

四是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得到了实践检验。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

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及其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的真理。

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取得胜利，指引包括中



 

国在内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10多个国家先后实行了或实行过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导致帝国主义殖

民体系的崩溃。 

五是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使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进步，并推动

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潮的空前活跃，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入计划机制以

补充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促进福利政策的普及与发展。 

二、十月革命道路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列宁主义依然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苏东剧变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低潮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和以信息技术

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今天，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过没过时呢？是否还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呢？让我们重温一下指导十月革命的列宁著作中的相关论述，这可能是对上述问题最有力地回答。

列宁明确指出：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

的最重要的现象”。他们不仅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而且操纵“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

源”，“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路线和工具”，等等。列宁还指出：

“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

段。”“金融资本还导致对世界的直接瓜分。”针对有人所谓工人购置少量股票便可称之为社会主义

的论调，列宁说：“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一个股份公司的业务，因为总有一

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

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在引用了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后解释说：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

础，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

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列宁还指出：

“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

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

了。”“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

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

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联系当今世界的大势，读读这些极有限的引述，是不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感

呢？有谁能说指引十月革命的列宁的基本理论过时了呢？我们的回答是：十月革命已经过去90年，世

界形势已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十月革命的许多具体做法或体现的一些具体结论显然已不适用于当前，

对此，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但是，十月革命道路所体现的基本原则并没

有过时，十月革命道路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

 



先进分子以新的世界观和革命方法的启示。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十月革命取

得胜利的根本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这一经验，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立了社会主

义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而且在苏东社会主义开始遭受严重曲折的不利环境下，开辟

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谱写出社会主义振兴、发展和创新的伟大篇章。实践证明，没有十

月革命，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在中国革命和建

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与时俱进，先后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坚持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

业，就必须始终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忽视

本国国情，都会导致最终的失败。 

四、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 

在回首社会主义制度90年的发展历程时，总结苏东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是不能回避的话

题。我们“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课题组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暂

时失败，十月革命决不是“原罪”，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从本质上说，是因为从赫鲁晓夫为首

的苏共领导集团开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最终背叛科学社会主义

的崇高理想、背叛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果。前不久，我带队访问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认为：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严谨地分析了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的原因与历史教训，得出

了很多有勇气和具有警示性的结论。”2007年3月，赫鲁晓夫的外孙女尼娜·L·赫鲁晓娃到我院访

问，同样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的确为后来的苏联解体迈开了第一步。她说，赫鲁晓夫批了斯大林，

却不清楚下一步怎么走，虽然搞改革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赫鲁晓夫本人在思想上、理论上都没有形

成一套，党内思想还处于混乱中，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苏联解体是个较长时期的过程，赫鲁晓夫只

是迈出了第一步，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不同时期的领导集团逐步导致了苏联解体。 

五、进一步深化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讲，反面教员更重要。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教训如同十月革命的经验一样，是人类

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必须继续认真总结和深入挖掘。要把十月革命与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两者紧

密结合起来一起研究，进一步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目前，需要深入研究

的重大课题有很多，比如，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十月革命与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

论；十月革命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十月革命既证明了教条主义的失败，又宣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破

产；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无疑是和平与发展，但我们现正处在什么样的时代，时代与时代主题、问

题、潮流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列宁主义仅仅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还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模式之间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在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解体、苏

共亡党问题上，东西方话语体系的联系与区别；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与“大清冼”、“大恐

怖”；“战时共产主义”与“军事共产主义”；“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与“兵营式社会主

义”、“极权主义”、“暴政独裁”；等等。 



六、正确处理“二为”方针与“双百”方针的关系 

我国学术界对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原因等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对此，我

们可以展开认真的学术讨论。全面、正确地贯彻“双百”方针，不但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相反，还会加强这种指导地位。我认为，一是要始终坚持用民主的方式处理思想理论上的分歧。

二是对于学术理论确有错误的东西，开展积极平等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三是把“双

百”方针与认真的学术批评统一起来。那种把“双百”方针同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对立起来的思想，

实质上也就否定了“双百”方针本身。四是每个专家学者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都应站在我们国

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研究问题。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也是我们

每个学者直接、间接所必须回答的问题。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着根本的不

同。人对自然的探索可以在实验室里反复不断的进行试验；社会科学小的实验也可以做，但涉及到整

个社会特别是涉及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时，决不能随意开个方子做试验，假若方

子错了，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也可能改不回来。我们的学者，甚至不少还是党员学者，要为

党、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度负责。理论导向十分重要。理论导向正确，国家民

族之福；理论导向错误，国家民族之祸。所以，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为党和国家的正确理论导向做

贡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年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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