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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

国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

念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

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

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

题、辨别是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

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

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

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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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教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

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

职责。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

淀，需要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

重大的理论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

创新能力的提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

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

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

注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

青年人志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

装自己，胸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

简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

础知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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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系内涵

进行了明确阐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

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

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探索所取得成就的全面总结，表明我们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已经构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

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宣告我们推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进一步成熟和升

华。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不是个人意志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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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

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积贫积

弱的国家及其黑暗的社会制度，无数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前

途的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提出并实践过各式

各样冀求走向民族复兴的救国方案，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历

史以血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自我改良，

还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都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

独立和复兴。就在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觉得困惑的时候，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

由此诞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首先推翻了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又结合我国实际，带

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人

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我国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实践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探

索、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凭借着对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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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自觉和自信，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

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逐渐把我国由一个贫穷

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

障，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支柱。当前我国正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不断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觉和自信，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

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才能真正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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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在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祖国山河支离破碎；在封建

主义腐朽没落的统治中，中国人民苦苦挣扎。面对积贫积弱

的国家及黑暗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

更有无数仁人志士为建立新制度提出过不同的方案并为之努

力，但终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顺应时

代的潮流，深刻把握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坚信只有社会主

义制度才是保证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制度。中

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

年的浴血奋战，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剥削、压迫中国人民

的旧制度，为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制度准备了条件，

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过渡时期，我们建

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能够体现人民当家做

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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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保证人民享有经济发展利

益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第一节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的

必然选择

一、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制度选择上的不同方案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

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

行资本主义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曾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19世纪

中叶，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入侵中国，中国内部

又发生了历时14年最终归于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才使

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先是封建统治阶级内

部一部分人推动洋务运动，企图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条

件下，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以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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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破灭。后来又有康有为、梁启

超等发起维新变法，冀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通过推动自

上而下的改良，以实行资本主义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结果

只维持一百来天，就遭到保守派的残酷镇压而彻底失败。然

后又是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通过革命的手段，

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希望实行西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却

以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企图复辟封建帝制而告终。历史向

我们表明，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的自强，

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都没能改变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都

没有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这些努力都不能成功呢？这要从近代以来中国

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来分析。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哪一种理论能够

正确回答这样两个历史课题，它就会被中国人民所信仰；哪

条道路能够引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它就会被中国人

民所选择；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

就会成为掌握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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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存在着三种主要的阶级

社会力量，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一是地主阶级和买

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动势力和民主革命的对象，其

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先是北洋政府，后来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

团。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间势力、民主革命的力量

之一。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是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物和若

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

阶级。他们是进步势力、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所代表的

政治势力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这三种政治力量分别提出了不同

的社会制度方案：

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继续实行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方案。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和买办性

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

力量。他们同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因而主张继

续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坚持实行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首领蒋介石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都是不能行

之于中国的。而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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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照此实行，即为

“统治最有效能者”。他的党徒大力宣传“一个国家的政

治，与其由民主的虚名而陷于腐败、没落，当然不如由一个

才干和道德高超的领袖去执行独裁”。他们就是根据这种法

西斯主义的理论，实行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来维护帝国主

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

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在旧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

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

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在中国建立独立的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尽管辛亥革命的流产已经宣告了资产阶

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

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方案重新提了出来。抗日战争胜利

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

人士更大力热烈地鼓吹过“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

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声称在政治上

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绝不能为少数特权阶级所操

纵；在经济上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奖励民生必需品的扩

大再生产，但绝不容许官僚买办资本的横行和发展。这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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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对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

现实是一种批判，但却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三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方

案。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

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

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反帝反

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此建立一

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

后，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帮助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

度，进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逐步达到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

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的选择

尽管在长时期里，三种制度选择——地主阶级和买办性

的大资产阶级的继续实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方案，

民族资产阶级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工人阶级和其他

进步势力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案，始终摆在中国人民的

面前，并由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作出选择。但是，从

根本上说，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选择的方案并不具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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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或者是继续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或者是创建社会主义制度。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

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毕竟是一种历史进步，

一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确实走向了富强。可是，为什

么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总是行不通？为什

么不能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去完成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

两大历史任务？为什么中国人民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其中

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要从中国社会具体的历

史条件来说明。从历史发展看，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

路，至少有这样三点原因：

一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就开始萌芽，

虽然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始终

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政治力量。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

上未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没有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

性、动摇性，决定了他们没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

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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