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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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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探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以江

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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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

段,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 都要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

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因此, 重新考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的历史发展进程,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坐标,

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伟大的历

史与实践证明,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经历了一

个由浅入深的逐步发展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发展

阶段的设想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受

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并没有对此作出具体的划分, 但他们依

据19世纪中叶欧洲的历史条件, 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及

步骤作了初步设想。早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马

克思就初步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思想。他

预见: 在消灭私有制后, 社会发展将依次经历两个阶段, 第

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1875 年, 马克思

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 进一

步把未来社会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资本主义社会

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二是还没有

完全摆脱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称低

级阶段) ;三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高级阶段。

马克思逝世后 ,恩格斯对各个不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

后要经过哪些发展阶段才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 作了更多

的思考, 他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 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

改革的社会 。[ 1] (P443)这蕴含着社会主义阶段是不断发展的

观点。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对

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出具体

的分析, 但他们的理论设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继承和发

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并结合俄国的具体情况, 对共

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列宁把 共产

主义低级阶段 称为 社会主义 ,把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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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 等概念。列宁的上述思想对于我

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奠定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但由于列宁缺乏足够的社会主

义实践经验 ,因而未能明确划分并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发展

中的历史阶段问题。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然而,由于斯大林脱离实际, 严重忽视国情因素,

因而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看得极其短暂。1936年在生产资

料社会主义改造刚完成时, 他就急于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

了社会主义,并在 1939 年联共(布)十八大会议上明确提出

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二战结束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

经济重建, 1952 年苏联又宣布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

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反映了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

日看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时的基本思想。实践证明, 斯

大林上述错误观念不但严重阻碍了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而且也对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消极影响。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初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

曲折的发展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就开始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的探索。这一时期的探索可分为正确和失误两方面。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探索主要体现在他

对社会主义 建立 与 建成 两个概念的区别上, 这是他对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探索的最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即将确立之

际,毛泽东就已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这一重要问

题。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说

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 尚未完成 。这是毛泽东的社会

主义 建立 与 建成 观点的雏形。

1956年, 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社会主

义制度初步建立,并且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生产

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

矛盾的。因此, 1957 年 2月毛泽东在有 1800 多人出席的最

高国务会议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文

中明确指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建立, 还没有完全

建成,还不完全巩固 , 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

程 。[ 2] (P214- 216)在此, 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

建立 和 建成 两个科学概念, 从而将我国社会主义划分

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57年夏天,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上述思想。他

更加深刻具体地指出: 只有经过十年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

的比较充分的发展,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

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 这个物

质基础还很不充分) , 我们的国家 (上层建筑 )才算充分巩

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 3] (P462)毛泽东的上

述分析既有正确方面, 也有不准确的一面。正确方面体现

在能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刚刚建立时自身的经济、政治制度

还不完全巩固, 认为只有当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获得

了比较充分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后, 才算从根本

上建成社会主义。不准确的一面体现在对中国在具体条件

下建立这一物质基础所需时间估计过短, 要求过急、过高,

这是后来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 左 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

源。

然而, 由于经验不足,毛泽东低估了发展生产力的艰巨

性和长期性, 他没有巩固和坚持自己的探索成果。因而到

了 1958年, 在 大跃进 和 人民公社化 运动中, 全国刮起

了 共产风 , 产生了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 已经不是什

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和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盲目乐观情

绪。这种超阶段冒进的直接后果, 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遭受严重的挫折,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的挫折, 毛泽东后来也承

认在 大跃进 和 人民公社化 运动面前碰了个大钉子。惨

痛的深刻教训促使毛泽东变得谨小慎微, 从而引起了毛泽

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再思考。

在 1959年 2、3 月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毛泽东再次

提出何谓 建成社会主义 的问题。他指出, 中国要建成社

会主义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只有在实现 农业机械化、

电气化、国家工业化 等第一阶段的任务以后, 再经过第二、

第三个提高阶段,才能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在初步总结 大跃进 的经验教训基础上, 毛泽东同志

1959 年 12 月在阅读前苏联 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所作的读

书笔记中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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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

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

间。[ 4] (P116)可见,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已明确

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即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和 比

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这两个科学概念, 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发

展规律的再探索, 为清醒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

巨性, 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做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准

备。但是, 他却没有能够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两个阶段的设

想作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

1962 年 1 月 30日, 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上又明确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他指出: 至于建

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 五十年不行, 会要一百年,

或者更多的时间。 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 经济落后, 要使

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 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

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5] (P827- 828)

毛泽东这些思想再次表明必须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进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否则就是脱离实际, 这为后来的探索提

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非常可惜的是, 上述这一观点并未

成为他本人和全党的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 因而没有坚持

并付诸行动, 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再次陷入误区。此

后, 由于受 左 倾思想的严重干扰, 毛泽东又错误地把 大

跃进 和 人民公社化 运动遭遇的挫折归结为没有抓好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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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 从而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支配下, 他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

讲、月月讲、天天讲,因而最终发展成为以 阶级斗争为纲

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错误理论, 并导致发生了

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完全堵塞

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

展阶段的探索所取得的两大成果 建立 与 建成 两个

概念的区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与 比较发达的社会主

义 两个阶段的划分, 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

的开始, 为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

的思想材料。

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继续探索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吸取和借鉴以往成

果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新的探索, 并取得了确立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成果, 标志着我党对中国社会

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在此阶段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

认识趋于成熟。其形成历程主要如下:

1979年 9月 29日, 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 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

制度还不完善, 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 在我国实现现代

化,必然要有一个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6] (P205、217)这标志着党

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的基本估计已发生明显变化, 实

际上孕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思想。

1980年 4 月 21日, 邓小平在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

线代表团的谈话中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年的历

史经验, 并且指出: 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

左 的办法 ,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

左 的亏。[ 7] (P312)在这里,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提出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科学概念, 但本质上已包含 初级阶段

的科学含义。

1981年 6 月 27 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决议 指出: 我们

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 我们的社会主义

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 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

程。[ 8] (P784)这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我国的社会主

义制度处于 初级阶段 的提法。至此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的锥形已基本形成。

1982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在谈到我国现实社会主

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时,再次提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

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物质文明还不发达。[9] (P26)

十二大报告不但正式确认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而且将

物质文明不发达 作为 初级发展阶段 的根本特征。

1984 年 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 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 , 从经济运行机制上探讨初级阶段问题,

提出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

段 ,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986 年 9月,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

于社会主义精审问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明确提出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 并对其经济特征作了较全面的分

析, 指出: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不但必须实行

按劳分配,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 而且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内, 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

济成分, 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一概念,

已经接近于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论述, 不但

反映了党在实践中对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认识上的深

化, 而且为我们更客观具体地研究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确定我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

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1987 年,党中央和邓小平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对我国

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刻思考。4 月, 邓小平在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 现在虽说我们

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

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才

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0] (P225) 同月, 邓

小平在会见西班牙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又

指出: 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

阶段。[ 10] ( P228) 同年 8 月, 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

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明确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

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

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

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0] ( P252)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 科学分析了其深刻内涵和特征, 并给它下了一个科学的

经典性定义: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

断, 包括两层含义。第一, 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 我国的社会主

义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

这个阶段。这是我党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了明

确的理论界定, 至此,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宣告形

成。

四、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三大以后,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

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新鲜经验, 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91 年 7 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

会上指出 : 中国的基本国情, 决定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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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在初

级阶段, 我们更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把这项任务放在中心

位置。此外,江泽民还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政治、文化等角度,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充实和

完善。

1992年初,邓小平南下考察, 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

话。他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

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还需要一

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 甚至几十

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10] ( P379- 380)

1992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

话的基本精神,系统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主要内容,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

并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加以阐述和概括, 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

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指出制定一切政策方针都必须

从这个最基本的实际出发,以此为依据而不能超越它、脱离

它,从而把正确认识我国国情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正是依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

大的基本国情,制定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而在我国初

步找到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答案。

1997年 9 月,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我国现在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九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指出: 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历史阶段 ; 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

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 从而

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加系统和完备。此外, 十五大

报告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发展进程、主要矛

盾和根本任务等方面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党的十五大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和概括达到了新的高度, 标

志着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已达到成熟的程度。

2002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

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

外,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对关于本世纪头 20 年这一

阶段的划分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行了系统的

论述, 深化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

的战略思想, 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综上所述, 中国共产党人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

程中,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导下, 确立、丰富和发展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并将继

续证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是我们党对马克思

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是我

们党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

本依据, 为我们提供了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 左 的有力思

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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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Stage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by the Three Generation Group Leaders of CCP
LIU A-i jun

( College of Marxism , Jishou University , J 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age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s a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process from a lower stage into a higher

one. The firs-t generat ion group leader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conduct an initial exploration into it; the second-

generat ion group leaders, represented by Deng Xiaoping, establish socialist theories at the primary stage; the third-gen-

eration group leaders, represented by Jiang Zemin, enrich the theories and promote them into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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