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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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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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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

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

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渡时期，而是从中

国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这个时间至少要延续100年，甚

至是150年的时间。而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基

础性判断。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从中国实际出

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不成熟阶段。中国在很长

的历史阶段没有实现西方国家发达的生产力和机器大工业生

产，所以必须要经历一个不成熟不发达的发展阶段。这是在经

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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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澄清疑惑、排除干扰的思想武器，是

进一步解放思想、弄清中国国情和现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了中

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五大重申了这

一理论，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

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最大的实

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现阶段确

定方针、政策，拟定工作方案，都要立足于这个基本国情。坚

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自觉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正确认识和把

握基本国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解决的首要

问题，脱离了中国国情，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紧密联

系中国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取得成功。正确认识和把握基

本国情，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实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要牢牢

记住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正确把握基本国情，

想问题办事情不要脱离实际，防止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干扰，

确保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执行；牢牢把握和坚持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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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基本国情，才能真正领会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

本纲领的内涵，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现阶段制定的路

线、方针、政策。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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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

的基本国情

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社

会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和所完成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应该制

定什么样的发展路线、发展方针、主导政策、发展战略？所有

这些问题，改革开放前，党进行了艰辛的尝试与实践，但又没

能很好解决。新中国的建设经历过一个起伏跌宕的时期，“摸

着石头过河”让新中国跌跌撞撞地前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对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阶段缺乏足够清醒的

认识与科学的判断，制定的政策超越了当时所处的基本国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进行了

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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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发展脉络

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它的基

本国情应该怎样认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发展阶

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曾进行过探索，但

都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1997年党的十五大

报告指出：“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

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指出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

国有一个长期的、不可逾越的初级阶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老一辈理论家、

革命家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但可以找到其思想

起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划分经历过一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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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阶段。首先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

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十条过渡措施，在《1848—1851年

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过渡阶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形成完整的过渡时期理论。其次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

次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

段”。至此，马克思把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划分为三个阶

段，即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这一

预测是建立在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的基础上

的。马克思晚年也曾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革命可能

性、必要性及革命道路问题作过探索，但是，他对未来社会具

体发展阶段的研究持十分严谨和审慎的态度。

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强

调各国革命后的对具体发展阶段的认识不应从原则出发，而应

从事实出发。为避免陷于空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阐述资

本主义以后的发展细节，更没有确定东方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

具体步骤和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007

二、列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列宁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

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

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根据

新的历史条件和俄国相对于西方国家落后的现实，明确把共产

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

将经历若干阶段，曾提出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

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他还设想共产主

义社会也有三个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中

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列宁关于“初级形式的

社会主义”的提法，强调的是社会类型而不是社会发展阶段，

但其中已含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

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列宁把“共产主义

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共产

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十月革命后，他

对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认为虽然落后国

家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先于先进国家爆发革命，但革命后由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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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准备、民主准备和文化准备均不足，社会主义建设却要困难

得多。因而他强调首先要解决过渡时期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而

把探讨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的想法斥之为“空想”。列宁根据当

时国内外条件的变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十月革命后曾施行

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落后国家不应

“直接”而应“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并提出从资本

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结束以后，只能进入“初

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才能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

会”。这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的长期性有了崭新的认识，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遗憾的是，

由于列宁去世过早，没有对这些思想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

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初步探索

从1956年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

会，中国曾作过有益的探索。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

谈人民公社运动教训时，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概念。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

义经济，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要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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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过新民

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二是将社会主义分为“进入”和“完

成”两种状态，又将“建立”和“建成”作了严格区分；三是

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笔记时，提出社会主义又

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其实已经显现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设想，但是，由于他并未对此进行详细的说

明和阐述，并未把此思想作为当时的党内指导思想，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遗憾。1956年，毛泽东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建立”与

“建成”两个概念，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

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是实事求是的。然

而，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使毛泽东认为通过人的主观

能动性便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导致1958年他曾一度认

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

了”，并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刮起一阵急于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共产风”。这一阶段的波折反复，以及当时的

国际时局和严重自然灾害，令新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段相当坎坷

艰难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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