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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社会主义”的

概念从何而来？

　　科学社会主义亦称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

恩格斯所创立的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

体系，它既是指一种学说、理论，又是一种社会

实践、社会制度，还指一种社会形态。一般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

科学社会主义指共产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

同义语；而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通常是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起作为马

克思主义三大基本理论之一被理解和使用。本书

中所指称的科学社会主义，亦是从狭义上进行理

解和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从一开始就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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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来指称自己的理论，而是经历了

理论的深入发展和认识之后，才确定使用 “科学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

更加倾向于用 “共产主义”一词来表达自己的立

场。因为在当时社会中冠以 “社会主义”之名的

学说和派别林立，并且这些以 “社会主义”命名

的学说主要是一些空想学说。例如１９世纪４０年

代欧洲大陆出现的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

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等。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

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

工人的运动”①。因此，为了与这些所谓的 “社会

主义”派别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不用 “科学

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将自己的理论

称为 “共产主义”。直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曾经在

欧洲盛行一时的种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逐渐

衰落。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为了区别于空想社会

主义，在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中，才使用了 “革命的社会主义”一词，并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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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视为 “共产主义”的同义语。① 而 “科学社会

主义”一词则直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左右，才在马

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和著作中逐渐被使用并认可。

恩格斯使用 “科学社会主义”概念要略早于

马克思。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一书中阐述他与

马克思创立的学说同圣西门等人的学说之间的区

别时，称后者是批判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而称

他与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后来，马克

思为恩格斯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书法文版写的导言中说，这个小册子摘自 《反

杜林论》的最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

社会主义的入门”。② 此后，“科学社会主义”一词

在马克思著作中便经常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

把 “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混同使用。他们

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学说是同一思想

体系；作为社会制度，则属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

同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从何而来？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４７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十九卷，２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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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要义

（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

个方面。

１．“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

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产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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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是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

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一条基本原理，即 “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 《共产党宣言》

的基本观点之一。

“两个必然”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

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的

论断，是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早

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时，马克思、

恩格斯就以惊人的气魄和敏锐的洞察力依据人类

社会基本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提出了

“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理论阐明了生产

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

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科

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

利的客观规律。

“两个必然”的论断并非空谈，是马克思、恩

格斯在科学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充分加以论证得

出的必然结论。理论依据之一是人类社会的基本

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要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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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两类基本矛盾：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

盾。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正是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

存在这样的社会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

体现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

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

周期性爆发，不断破坏着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

并且这种破坏力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资本主义社

会的基本矛盾继续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必

然会持续下去，直至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两个必

然”的理论依据之二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

运动。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也为其自身制度的灭亡

培育了掘墓人———无产阶级。人类社会的前进和

更替离不开人的主观参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

阶级剥削和压榨的对象———无产阶级正在逐步的

成熟和壮大，形成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庞大的阶级

阵营，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亦从自发走向自觉，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

立，使得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有领导的阶级力量走

上历史的舞台，担负起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历

史责任，最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而推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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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资本主义制度。

在 “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的指导下，马克

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

及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从而构建了完整的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两个必然”理论既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两个必然”无疑是科学、

正确的理论论断，然而我们也应当理性的认识到，

“两个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２．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虽然 “两个必然”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

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然而社

会形态的更替却并非历史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

而是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参与。正如毛泽东同

志所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 “两个必然”的理论基

础之上，又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

制度的决定性手段，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出现的。即无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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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方能实现 “两个必然”

理论所指出的社会发展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首先，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国家政权的

阶级必然是无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工人运动，

进行调查研究，在斗争实践中发现了无产阶级的

革命性，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学说。１８４８年，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作了完整地系统地阐述，

分析了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无产阶

级革命使命的提出，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具有其

他阶级不具有的革命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

展过程中，不但人数在不断增多，而且它的力量

及其反抗情绪也在不断增长。《共产党宣言》还运

用对比的方法将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

他阶级进行比较，指出那些站在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中间的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农民，都具有摇

摆不定的二重性，因此他们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推翻资本主义，消灭阶

级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

社会不断地发展壮大，必然伴随产生庞大的无产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００　９　　　　

Ｓ
Ｈ
Ｅ
Ｎ
Ｍ
Ｅ
Ｓ
Ｈ
Ｉ
Ｋ
Ｅ
Ｘ
Ｕ
Ｅ
Ｓ
Ｈ
Ｅ
Ｈ
Ｕ
Ｉ
Ｚ
Ｈ
Ｕ
Ｙ
Ｉ

阶级，这种伴生关系使得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不断发展壮大，直到其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

革命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阶级，

却由于资产阶级的壮大而受到排挤而不断萎缩，

因此不具有成为独立革命力量的可能性。正如

《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

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

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① 因此，由

无产阶级作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其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主要途径是无产

阶级革命，即武装斗争。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担

负的历史使命，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

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社会历史规律的

实现与自然规律不同，自然规律是自发地起作用，

而社会历史规律则必须通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即

自觉地参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正是实现由社会

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的社会力量。无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要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第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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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其能够清醒地认识历史

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为之实现而奋斗，而资产阶级

则既不承认这一客观规律，也不肯自动退出历史

舞台，他们必然要竭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抗

拒历史潮流。所以，阶级斗争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１８７９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根据我们的全部

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

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

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

中购销的人们一道走。”①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虽

然指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却不排除在某些特

定情况下以和平方式和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性。

究竟是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手段取得政权，主

要取决于反革命阶级的抵抗态度和其是否也采取

暴力的手段。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年，第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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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在 “两个必然”和 “无产阶级革命”两个理

论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又对未来社会发展进行了

准确的判断，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未来社

会发展阶段的理论。１８７５年４月至５月，马克思

为了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指导德国工人运

动健康发展而写下了 《哥达纲领批判》这部伟大

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过

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原理。马

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

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

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在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详细地阐述了过渡时期

的存在原因、基本特征、实现方式等问题，还具

体地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这就

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夺取政权需要通过激烈的暴力手段，而夺取

政权后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愿景则需要循序渐

进，这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规律，由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共产主

义社会是不现实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并不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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