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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特别是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成了许许多多人的向往、期盼与追求，成了人们改变不合

理社会的途径和手段。多少人为了这一崭新制度的建立献出了自己

的生命，多少人为了这一崭新制度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然而，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社会主义似乎又

成了不幸、灾难、罪恶的代名词，资本主义仿佛再不是被马克思早已

科学揭示了的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正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落

后生产关系，而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万世不易的千年王国。

历史总是无情的，仅仅 17 年后的 2008 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宣

告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拉开了 70 多年来西方

资本主义最大经济危机的序幕。 面对来势汹涌的金融风暴，各国政

府不得不对市场进行“社会主义”特征的干预，就连向来信奉自由主

义市场经济的美国也不例外。一时间，西方媒体称，美国可以改名为

“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著名教授理查德·

塞尼特在《金融时报》撰稿断言，我们正进入“金融社会主义”时期；

俄罗斯前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尽管身在狱中， 但在研究

了金融危机之后仍宣称，“新社会主义”将盛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

斯也指出，“社会主义的幽灵回来了，在拉丁美洲游荡。 ”2008 年 11
月 21-23 日，包括法国、英国、丹麦、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等

欧洲共产党在内的来自 55 个不同国家的 65 个共产党在巴西圣保

罗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十次国际会议。 会议认为，当前的

经济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局限性，表明共产党

人需要经由革命的方式来推翻它。会议最后通过的《圣保罗宣言》强

调，在资本主义危机面前，“社会主义才是替代选择”。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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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在新世纪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但是，要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必须进一步研

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

题做深入研究。

本书以严谨的态度、求实的精神、恢宏的气度、深沉的笔调，从纵横两个角度鞭

辟入里地分析了社会主义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卓有创见地揭示了科学社会

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别是对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和中国社会主义

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经验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的分析，明确指出只要各国共产

党能始终代表本国的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本国的先进文化、始终代表本国最广大

人民的利益，始终从本国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创造出比资本主

义更多的物质文明、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社会主义就一定

能够战胜千难万险，走向美好的明天。 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今天，这不仅有助于

澄清当前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模糊认识， 更有助于引导人们积极探

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之法。 因而，这对于我们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与决心，

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

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学习、参考、借鉴、吸收、引用

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和资料（已列入参考文献中）。在此，我们向所引用的著作及

论文的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也向对本书出版给予帮助的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和印刷厂的有关领导和同志表示诚挚的

谢意！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虽然我们努力使本书结构合理、资料详实、分析透彻、观

点正确，并力求在逻辑体系、结构安排、观点结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但是，由于

这一学科自身的一些特点，再加上时间仓促，特别是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

平有限、资料占有和编著经验不足，书中难免有问题与错误，诚请专家学者、同行、

学友以及广大师生批评指正，我们将不甚感激。

编者

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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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 放 以 来 我 们 取 得 一 切 成 绩 和 进 步 的 根 本 原

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

个理论体系。”这一重要论断，既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更是我国

进一步改革发展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它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理论、道路

与旗帜相一致的高度，明确地回答了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

么路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中国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必须从纵、横两个视角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本质，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

史脉络，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最

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改革开放。

一、社会主义的内涵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一说由ｓｏｃｉａｌｉｓ（同伴的、同伙的）一词引出，一

说由ｓｏｃｉｕｓ（喜欢社交的）一词引出，原有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

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文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在１７５３年与人论

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

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与无产阶级

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

现于１９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

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

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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