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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浪潮对当今中国及世界的影响 

如果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开始算起，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至今已

有近 500 年的历史；如果从 19 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算起，至今也已经

有 160 余年的历史了。在这 500 年历史中，人类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动

地、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件，也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举世哀叹、万民饮恨的重

大灾变。历史留下了一系列永不磨灭的印记，使这一时期在史册上居于极其

重要而又极为独特的位置。而这其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也是最为

重大的历史现象，无疑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而又曲折的深入

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曾以其磅礴气势席卷全球，又出现了低迷曲折的艰难坎

坷。然而不管是它大潮奔涌的辉煌岁月，还是处于低潮的困难时期，其不断

发展的运行轨迹，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和久远的影响，并给后人以

启迪。今天，当我们站在 2010 年代的新起点回顾历史时，无论是东半球还是

西半球，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不能回避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历史现象。

它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与影响无疑将继续延伸到未来的人类政治、经济和

文化生活之中。 
综观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自 19 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

的 160 年历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其成就是巨大的，它对中国与世

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硕士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教材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第一，从地域上来看，经过 19 世纪下半期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的迅速发

展，社会主义开始从一种欧洲现象变成世界现象，社会主义运动也从欧美运

动发展成为世界的运动。自从 1848 年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后，社会主义便不

断向前发展。1864 年建立的第一国际在欧美 17 个国家建立了支部；1889 年

建立的第二国际先后在 22 个国家建立了 28 个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的实

践活动由西欧、北美逐步扩张到东欧、南美和亚澳地区。而真正将社会主义

实践活动发展成为具有全世界规模的运动则是在 20 世纪。1919 年建立的第

三国际下属的 76 个国家的共产党支部，代表着 400 万党员，使社会主义实践

从欧洲、北美扩张到亚、非、拉美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1960 年，全世界共有 87 个共产党，

代表着 3600 万党员；1983 年，全世界共有 97 个共产党，代表着 8000 万党

员，其中 15 个是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的苏东

剧变给社会主义运动以巨大冲击，但近些年来，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共产主义

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有的地方还有新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并未因苏东剧

变而夭折，它今天仍然是一个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特别是这种社会主义运

动在世界所有政治制度下都赢得了或大或小的生存空间。目前社会主义力量

的地域分布，大致可分为四种国家类型：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东欧

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在每一种类型的国家里，

社会主义力量各有其表现形式。 
第二，从历史实践的成果来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完成了从理论层面

向现实制度的重大转变。特别是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它在

世界上建立起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

苏联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第一次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

为现实。1949 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欧亚美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

路，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高潮，它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胜利发

展成为多国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占世界人

口的 1/3、土地的 1/4、工农业总产值的 1/3 这一可喜局面。此后虽然社会主

义各国走上了曲折发展的道路，苏东剧变、欧亚 10 个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

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遭受空前挫折，但是，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

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住了运动低潮的考验，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朝鲜

劳动党、古巴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是仍处于执政地位的五个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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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这几个政党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居于绝对领导地位，

构成了世界共产党力量的主体。它们所领导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成

败，极大地影响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与走势。 
第三，从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的发展情况看，社会主义虽已有近 500 年

的历史，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它只是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学说，即

思维形态存在的，只是在最近 100 多年来才主要表现为组织、运动乃至政权

的实体形态。而正是在这种实践发展中，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从经典理论形

态向当代理论形态的历史性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也实现了从传统模式

向当代模式的历史性转换。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中，以列宁主义的诞

生为界标，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经典理论阶段和当代理论阶段。经

典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创立的，并被他们称之为“现代

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 20 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由列宁开创、毛泽东予

以继续、邓小平予以初步完成的理论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

其第一个完整、系统、成熟的理论表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从经典理论形态向

当代理论形态历史性发展的同时，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开始变革成为当

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其变革的关键，就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确立了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存在

形式，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由此引起了政治、经济、思想、

文化和社会诸领域的全面变革，引起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全面转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 
综观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在 16－19 世纪漫长的岁月中，社

会主义作为理论和思想形态不断发展；从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半个

世纪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向横广方面扩张，其结果是：它从欧洲的运动发

展成为世界的运动，并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及其后的

30 多年时间里，社会主义致力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表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趋

向，其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经典理论形态向当代理论形态的历史

性发展，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变革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总之，无论

是 19 世纪之前理论形态的发展还是 20 世纪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巨大成

就，都为未来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必将继续对中国与

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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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断飞跃和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同早期资本主义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它

的起点是 1516 年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的出版，至今已有

近 500 年的历史。空想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始形态，在欧洲传播

了三个多世纪。在 19 世纪 40 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之后，

又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而从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发展进程

中究竟经历了三次还是四次历史性飞跃，这是理论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但

是，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

成果)是我们党的四面旗帜，也是一脉相承、不断创新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这

四面旗帜，也即四大理论成果，代表了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同阶

段的四座理论丰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产生了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向多国

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社会主义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发展

中，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认为，用四次历史性飞

跃产生了四大理论成果来概括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自从 17 世纪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西欧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掀起了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并推动着人

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从此，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

但是，从 17 世纪初至 19 世纪 40 年代的长达 200 多年的时间里，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思潮这两种社会现象并列平行发展，彼此没有或者很少联系。只有

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

质，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

史性飞跃。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了结合，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才有了

科学理论的指导。在这其中，早在 1842－1844 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实现了从

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个转变”，到 1847 年《哲

学的贫困》的发表，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孕育和准备，1848 年《共产党宣言》

的发表更是科学社会主义正式产生的标志。正是在这第一个历史性飞跃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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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总论 5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

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1847 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到 19 世纪

末，欧美各国已拥有 23 个工人政党；在 1864－1876 年间还拥有国际工人协

会(后被称为第一国际)，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组织进行活动。1889
年又组成了第二国际，这是各国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组织；1871 巴黎工

人进行巴黎公社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尽管它只存在了

72 天就被扑灭，但毕竟开创了工人阶级的新世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社会

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通过不断同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

斗争，到 19 世纪 70 年代，它已经从原来的一个流派发展成为欧美工人运动

的指导思想，也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作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作为后起的资

本主义国家，俄国也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此时的俄国，

除了出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着沙皇专制主义统治与人

民大众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统治与各民族被

压迫人民的矛盾，俄国帝国主义同德、英、法、美帝国主义的矛盾等。俄国

成为多种矛盾的集中点。1914 年参加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后屡打败仗，

俄国又成为世界资本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而俄国工人运动到 19 世纪

末获得了较大发展后，1898 年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积极站在领导无

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运动的前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列宁为代

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早在 20 世纪初到 1917 年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这

一阶段，就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在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俄国，建

立政党并广泛开展革命斗争，1917 年 2 月取得第二次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

了沙皇专制政府，随后又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

临时政府，从而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1922 年后苏联建

立)，紧接着又打败了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转

入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轨道。这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它完成了社

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在这社会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

跃中，党的领袖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实际结合起来，提

出了一系列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

第二个理论成果——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继承又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它坚持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又解决了 20
世纪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是当欧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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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革命起不来时，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首先走上社会主

义道路，这是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预计到的。在这个时期，列宁在建

党、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过渡时

期、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上，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划时代

的不朽贡献。 
列宁主义时期的最大突破，就是在列宁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国或数国

取得胜利的理论指引下，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探索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同

时，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重大进展。1919 年建立了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由俄共带头在五大洲组成了 70 多个共产党，从 1918
年至 1937 年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了广泛的苏维埃运动，出现了一批苏维埃政

权和苏维埃国家。1924 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人民

于 1936 年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1941 年至 1945 年打败了德、意、日法

西斯，战后又推进了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取得了重大的功绩。但是斯

大林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受教条主义影响，坚持“左”的指导思想，急于

求成。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亚一

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到了 50
年代，社会主义又向拉美扩张。在短短的十多年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世界上三大洲先后有 15 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

路，并形成了一个可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从此，社会

主义的发展完成了从一国实践发展到多国实践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在第三

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就是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积极进行艰辛的社会主义探索，

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鉴于旧中

国是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经济上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

工业到 1949 年才约占国民经济的 17%，毛泽东思想把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

都分为两步走，即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

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依靠党的

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建立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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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随后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又创造了对民族

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农民的互助合作等新经验，1956－1957 年在社会主义

建设方面也有很多新设想。只可惜 1957 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的方

面，急于求成，试图借助“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阶级斗争来搞建设，尤

其是“文革”十年内乱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为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掀起了

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革潮流，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从上一时期的外延横广推

进转向内涵式的纵深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方向、

不同结果的改革。一种是苏东一些国家在探索改革的道路上，逐步“改向”，

最终导致解体或剧变；另一种是中国的改革，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改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

事业欣欣向荣，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再造辉煌、重振雄风的新路。实践证明：

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和

兴衰成败；坚持改革，社会主义本身具有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发挥出来，社会

主义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不改革或在改革中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选择正

确的路子，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招致挫折和失败；改革问题，社会主义可能成

于斯，也可能败于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完成了从传统模式(体制)向现代模式(体制)转变的第四

次历史性飞跃。在这次新的历史性飞跃过程中，邓小平理论产生了，它指导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通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创新

理论成果，特别是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形

成及其战略实施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到 2007 年党的十七大

整合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并最终提

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大理

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信息化和资本主义更新阶段发展了

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中国历史与国情土壤中的、着重解决什么是社会主

义以及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

义；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条件下，摆脱了马克思以来的世界革命

论和革命中心论，主张各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由各国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探

索的真正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20 世纪末以及跨入

21 世纪的过程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最大成就。它不仅将继续指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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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全面成功，而且将对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新

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三、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 

为加深对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理解，把握社会主义

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需要认真回顾社会主义特别是作为社会制

度的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以来的发展，展望未来前景。 

社会主义运动自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现实以来的 100 多年间里经历了两次

高潮和两次低潮的曲折发展。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

中，列宁通过深入分析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条件，在理论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可能

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在实践中则不失时机地

抓住和成功地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造成的革命形势，取得

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

从理想变为现实，从此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

和鼓舞下，芬兰、德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曾掀起夺取政权的革

命风暴；朝鲜、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等亚洲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也相继

成立。从十月革命到 20 年代初短短的几年间，世界上先后建立起 70 多个共

产党组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第二国际破产后的低迷状态，并把活动

舞台从欧洲扩张到亚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又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当时，随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社会主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获得了突破

性的进展，社会主义制度越出了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一个地域毗连并拥有

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四分之一土地包括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的世界社

会主义阵营，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使得这个东方大国以社会主义大

国形象屹立在世界东方，大大拓展了社会主义的世界范围，推动了社会主义

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正是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支持下，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持续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在反帝反殖民的革命

浪潮冲击下，土崩瓦解。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挣脱殖民枷锁获得民族独立

的国家中，许多还纷纷选择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发展道路。战后在近 90 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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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国家中，就有半数以上宣称在本国实行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战后资

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力量和影响普遍扩大，

工人运动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不仅在欧洲和亚洲，而且

在全世界广泛兴起和发展，成为战后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 

然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却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 

第一次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的。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在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出现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一些共产党之间、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恶化，社会主义阵营随之解体；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内

部在主观指导方面出现了很多失误，如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

长达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等，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了极

大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了严重制约；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共产党尚未在战后新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情况下探索出一条成

功之路，其力量和影响减弱。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社会主义出现了第二次更为严重的曲折。

首先是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

急剧变化，然后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苏东剧变，震撼了

世界，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强烈冲击：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从十几个

减少为几个，共产党组织由 180 多个减少为 130 个，人数减少了 3000 多万；

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或解散或投靠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左派力量受到打击，

右翼势力乘机抬头；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原来声称搞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国

家也改旗易帜，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而搞私有化、多党制和议会制。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严重低潮，跌入低谷。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历史看成是直线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经

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的历程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平坦的涅瓦大街”，

而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发展的。虽然社会主义运动目前仍然处于低谷，但是，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来都没有失去信心。1989－1991 年间的苏东剧变，被西

方资产阶级视为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标志，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它标

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经

济形势恶化，人民失望，西方支持在东欧掌权的右翼政党在选举中纷纷落马，

资本主义在东欧站立不稳；社会民主党在东欧的衰败，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

家改革潮流的兴起和取得的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社

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和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改善，社会主义发展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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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好转；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崛起和腾飞，这一切都清

楚地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这个严重曲折，并没有改变社会历

史发展的总趋势，反倒使人们经受了锻炼，吸取了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

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虽然在第二次低潮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由 15 个减少到 5
个，陆地面积由占全球的 24%缩小为 7%，人口由占世界总数 32%的 16 亿减

少为 23%的 13.6 亿，各国共产党的数量由 180 多个缩小到 130 多个，党员人

数由 9300 万减少到 6500 万，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衰

退到十月革命前的状况。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积蓄力量，以图重新

崛起，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经展示出社会主义的美好前

景。到 2009 年底，仅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达到 7799.5 万名。可以说，社会主

义每经历一次挫折，就受到一次锻炼和考验。而每一次挫折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的重新高涨，都使社会主义运动的水平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四、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普遍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30 多年的实践，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它所取

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所展示出来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以及主动型“内生式”现代化特点等，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世界现

代化发展以及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又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它为正处在低潮中的社会主义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第一，具有中国特点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开辟，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在晚年曾通过对俄国社会的考察，认为俄国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

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强调：“俄国可以

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用到公社中来。”
①
马克思的思路和设想是，要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俄国公社必须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以此来建设一个“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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