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2 月

第 9 卷第 1 期总 31 期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b. 2011

Vol. 9 No. 1 Sum No. 31

［收稿日期］ 2010 － 12 － 20

［作者简介］ 李崇富(1945—) ，男，湖北省鄂州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教授、博导，中国历史唯 物 主

义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理论。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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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不属于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而只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及

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它同科学社会主

义既具有一脉相承的本质上的根本一致性，又具有相对的差异性，即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特殊性

和创新性。这种新形态就“新”在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

是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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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理 论 体 系 和 实 践 成

就，是马克 思 主 义 及 其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产

物。胡锦涛同志指出:“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之

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

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

根据我 国 实 际 和 时 代 特 征 赋 予 其 鲜 明 的 中 国 特

色。”［1］1717
因此，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根 本 不 属 于 所

谓“民主社会主义”，而只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

是科学社会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新 形 态。我 们 只 有 明 确

和真正地认清这个理论定位和历史定位，才能够自

觉地坚持我国 改 革 开 放 和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社 会 主 义

方向，才能够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质和要义

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像 任 何 具 体 事 物 一 样，都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按照

我的理解，在“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这 个 科 学 概 念

中，“中国特 色”主 要 是 用 以 表 征 其 特 殊 性 和 个 性

的;而“社会主义”所主要表征的，则是其普遍性和

共性，是必须遵循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然

而，这些基本原则究竟如何概括和表述，即它到 底

有哪几条，还是一个需要我国思想理论界深入研究

和准确概括的理论问题。本文只能根据马克思、恩

格斯及其后继者的有关论断，仅就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的实质和要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应遵

循和体现 的 普 遍 性 和 共 性，试 图 作 出 如 下 四 点 概

括:

( 一)“一、一”:马 克 思 创 立 的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作为马克思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的 核 心 内 容，在 实 质 上，

既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科学理论，又是关于

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科学理论，是这两者的内在统

一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

步”，是必须打碎剥削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

国家政权，“使 无 产 阶 级 上 升 为 统 治 阶 级，争 得 民

主”;进而，“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

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

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

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52 ，就是要不断

完善和发 展 社 会 主 义 事 业，最 终 实 现 共 产 主 义 社

会。显然，无产 阶 级 通 过 领 导 人 民 革 命，夺 取 和 执

掌国家政权，是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政

治前提;而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事 业 的 不 断 发 展 和 巩 固，

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也就是说，无产

阶级革命事业既是一个分阶段和有重点的、又是前

后相继和统 一 的 社 会 历 史 进 程。在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事业各个 发 展 阶 段 上，必 须 在 理 论 和 实 践 的 探 索

中，始终遵循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充分发挥其 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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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才能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尽管在社会主义

事业的不 同 发 展 阶 段 上，其 任 务 的 重 点 会 有 所 不

同，但一般说来，我们不能离开建设搞革命，也不能

离开革命搞建设。因此，把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

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简单地截然二分为“革命理论”

和“建设理论”，是不正确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 二)“二、二”:马 克 思 以 其“两 大 发 现”，所 揭

示和论证的“两个必然”的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

基本要义

恩格斯指 出:“这 两 个 伟 大 的 发 现———唯 物 主

义历史观和通 过 剩 余 价 值 揭 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秘

密，都应归功 于 马 克 思。由 于 这 两 个 发 现，社 会 主

义变成了科学”［3］30。马 克 思 的“这 两 个 发 现”，是

支撑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支柱。因为，它们使

马克思、恩 格 斯 在《共 产 党 宣 言》中 得 出“两 个 必

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同

样不可避免的”［2］43
基本结论，能够从社会历史发展

的普遍规律上，以及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衰 落

的客观规律，同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客观规律的结

合上，得到了 科 学 的 论 证 和 深 刻 的 阐 明。而 且，这

种论证和阐明同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

的社会地位、历史使命、革命作用的论证和阐明，以

及同工人阶级解放、人类解放的论证和阐明，是 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

个必然”的这种表述，与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必然

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表 述，是 完 全 一 致 和

同义的。以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作为根本理论支

柱的“两个必然”的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

原理和原 则，是 共 产 党 人 确 定 自 己 的 工 人 阶 级 立

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最 为

直接的理论 基 础。对 工 人 阶 级 和 一 切 共 产 党 人 而

言:“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4］190

( 三)“三、三”:毛泽东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

命的 实 践 经 验 所 提 出 的“三 大 法 宝”和“三 大 作

风”，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 产 阶 级 革 命 的 理

论和实践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

大家知道，毛泽东曾在《< 共产党人 > 发刊词》
中，把党领导我国革命的基本经验 总 结 提 炼 为“三

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5］606。

其中，坚持“统一战线”，就是要解决革命力量的动

员和组织 问 题，即 必 须 在 工 人 阶 级 及 其 政 党 领 导

下，实行工农联盟，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

浩浩荡荡的革命和建设大军;坚持“武装斗争”，就

是要解决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道 路 问 题，其 理 论 根 据 是

“资产阶级国家 由 无 产 阶 级 国 家 (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

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

过暴力革命”［6］194 ，而 共 产 党 人 所 要 努 力 争 取 的 无

产阶级革命的和平发展，往往是 历 史 上 一 种“极 其

罕见”［7］132
的“例 外”［8］162-163 ; 抓 好“党 的 建 设”，就

是要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 核 心 问 题，因 为“无

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

自身组织成为 与 有 产 阶 级 建 立 的 一 切 旧 政 党 不 同

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 够 作 为 一 个 阶 级 来 行 动”，

才能够“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

目标———消灭阶 级”［9］228。而 毛 泽 东 在《论 联 合 政

府》中总结 出 我 们 党 的“三 大 作 风”，即“这 主 要 就

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0］1094 ，所体

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和本质特征，是革

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 四)“四、四”: 坚 持 我 们 党 和 邓 小 平 提 出 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 事 业 之“四 个 达

到”的历史性任务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所讲的“四个达到”，即以现代化生产力

发展为基础的“这种社会主义 就 是 宣 布 不 断 革 命，

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

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

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

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

观念的 必 然 的 过 渡 阶 段”［2］166。显 然，这“四 个 达

到”作为《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彻底决裂”(“共

产主义革命就 是 同 传 统 的 所 有 制 关 系 实 行 最 彻 底

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

统的观念实行最彻 底 的 决 裂”［2］152 ) 的 展 开 和 具 体

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而我们

党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

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 级 专

政;第三，必须 坚 持 共 产 党 的 领 导;第 四，必 须 坚 持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1］164-165———作 为 我 们 立 党

立国之本，必须始终一贯、毫不动摇地加以坚 持 和

实践。这是实现马克思所讲的“四个达到”的必然

要求和根本保证。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

应从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性结合上，真正实现这种崇

高目标与现实的实践道路的统一，经济变革、政 治

变革与观念变革的统一，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

段论的统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最根本、最艰

难、最伟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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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

一致性

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与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之 所 以 具

有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根本的一致性，就在于科 学

社会主义基本的原理和原则，根据于世界的历史和

现实，适用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适用于世界由 资

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当然也适用

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

国社会主义事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科 学 社 会 主 义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最直接的理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 马

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和

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这种根本

的一致性具体表现为:

其一，它们之间具有相同的阶级立场。这主要

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全体劳动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立场。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学

说、运动和社 会 制 度 的 统 一。它 们 作 为 学 说，都 是

工人阶级立场和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是工人阶级

的阶级意识的思想体系，是工人阶级解放条件的理

论概括，是工 人 阶 级 团 结 奋 斗 的 思 想 旗 帜。同 时，

由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的彻底性，以及同其

他劳动阶级乃 至 全 人 类 解 放 和 社 会 进 步 利 益 的 根

本一致性，所以共产党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也 就

是站在全体 劳 动 阶 级 和 人 民 大 众 的 立 场。至 于 它

们作为运动和社会制度，则是这种政治立场的实践

贯彻和现实表现。

其二，它们之间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

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 的 世 界 观 和 方 法 论。这 种 哲 学 作 为 工

人阶级的 科 学 世 界 观，具 有 鲜 明 的 阶 级 性 和 实 践

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理基础，当然也是中国 特

色社会 主 义 的 哲 理 基 础。邓 小 平 曾 在 1985 年 指

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 了 相 当 曲 折 的 道 路。二 十

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

主义一定要遵 循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 是，

或者说一切 从 实 际 出 发。”［4］118
这 就 是 我 们 党 必 须

长期和一贯地加以坚持的思想路线。

其三，它们之间具有相同的社会主义本质和最

终的奋斗目 标。这 就 是，社 会 主 义 革 命 的 第 一 步，

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通过体制改革和发

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以逐步创 造

条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之所以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就在于它既坚持了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 又 是“切 合 中 国 实

际的”社会主义。其本质都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邓小平说:“我 们 干 的 是 社 会 主 义 事 业，最 终

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4］63、373、110
可以说，是否坚持

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终奋斗目标，是真假社

会主义的试金石，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一切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的分水岭。

其四，它们之间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主体和依

靠力量。这就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它们不仅

在理论上是工人阶级的“主义”，而且在实践上都主

张建立工人 阶 级 领 导 的 国 家，实 行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

个根本问题，就在于它不是幼稚地设想和劝说资本

家们自愿地交出自己的财产，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实

现社会平等，而在于它是以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

命，而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阶级和主体力

量。一切社会 主 义 国 家，在 国 体 上，都 是 无 产 阶 级

专政的国家。不 过，在 农 民 占 有 较 大 比 例 的 国 家，

工人和农民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和依靠力量。
这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 则 就 是 维 护 无 产 阶

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

国家政权”［12］50。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都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3］300

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具体实现

形式，即恩格斯所说的，是“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

政治统治”［14］685
的形式。

其五，它们之间具有相同性质的领导核心。这

就是以工人阶级先锋队，即以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

就是认为:“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

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 创

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

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 总 之

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

众。”［15］145
然而，这 种 领 导 作 用 不 可 能 由 包 括 全 体

工人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

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 体 劳

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

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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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不可避免 的 种 种 行 业 狭 隘 性 或 行 业 偏 见 的 传

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

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 过

无产阶级领 导 全 体 劳 动 群 众。”［16］85
在 社 会 主 义 新

中国，始终坚持共产党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在社 会

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地位，是我们党 和

国家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

讲过:“领 导 我 们 事 业 的 核 心 力 量 是 中 国 共 产

党。”［17］350
邓小平 强 调:“从 根 本 上 说，没 有 党 的 领

导，就没有 现 代 中 国 的 一 切。”［18］266
我 们 党 在 这 方

面的理论和实践，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

则。
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

根本一致性，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本文不可能 全

面论及。上面仅从其共有的阶级立场、世界观和方

法论、最终目标、力量主体和领导核心等五个基 本

面，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本

质上的根本 一 致 性。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在 理 论 和

实践上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的原理和原则，所

以才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才属于科学

社会主义范畴。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

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

的新形态，就意味着，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既具有 一

脉相承的本质上的根本一致性，又具有相对的差异

性，即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特殊性和创新性。所谓

相对的差异性，是指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理论重点上

有所不同。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像整个马克思主义

一样，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以近代以来整个世

界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的关于世界的“主义”，

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主义”，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的“主义”。因而，它

所关注和要解决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未

来，是通过 揭 示 整 个 世 界 发 展 的 规 律 和 历 史 大 趋

势，用以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普遍真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的运用、发展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 新

形态。尽管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也 具 有 一 定 的 国 际

意义，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毕竟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

法，根据当代世界的特别是中国的实际，研究 和 进

一步揭示中国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规 律 和 共 产 党 执 政 规

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用毛泽东的

话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的关 系，是

“老师”与“学 生”、总 店 与“分 店”［19］260-261
的 关 系。

只是我们 现 在 的 理 论 表 述，还 要 在 毛 泽 东 思 想 之

后，再加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再就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在 理 论 和 实 践 上 的 特

殊性和创新性而言，我们还必须看到: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的科学社会

主义。首先我们要肯定，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

在全世界都 具 有 普 遍 指 导 意 义。但 是，马 克 思、恩

格斯在《共 产 党 宣 言》的“序 言”中，对 此 一 再 强 调

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

随时随 地 都 要 以 当 时 的 历 史 条 件 为 转 移”［14］5，15。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国国情、中国优秀的传 统 文

化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才 能 发

挥指导作用。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发

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深 化

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把马克思主 义 基 本 原 理 同 我 国 实 际 和 时 代 特 征

相结合，先后探索和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革

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 及

在新时期 开 辟 和 坚 持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由此形成了两次历史性的认识飞跃，先后产生了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

论、“三个 代 表”重 要 思 想、科 学 发 展 观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共性、普遍性与 我 国

社会主义个 性 和 特 殊 性 的 具 体 和 历 史 的 统 一。我

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

的新形态，就“新”在 它 是 符 合 中 国 国 情 的 社 会 主

义，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是有利于中国

发展进步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初级阶段的社

会主义。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历史起点而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刚刚建立社会主义新

中国，还缺乏充分的物质技术基础，即它不是 以 发

达资本主义为历史前提，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商 品

经济和科学文化很不发达的旧中国的历史地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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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不少重大成就，但在理 论

和实践探索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 训。

后者突出地表现在:新中国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仍然 搞“以 阶 级 斗 争 为 纲”，曾 试 图 搞“纯 而

又纯”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超阶段”的经济体制

和一些过急、过左的政策，因而难以充分调动劳 动

者的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进入

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中，通过拨乱 反

正，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转变，由“一大二公三纯”的经济结构向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的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转变。应该说，由此开始建设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共性、普遍性与我 国

社会主义个性、特殊性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必 然

地是要经历一 个 由 低 级 阶 段 向 高 级 阶 段 发 展 的 历

史过程。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所致 力

于建设 的 是 初 级 阶 段 的 社 会 主 义。可 以 说，我 国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完全和不成熟的

社会主义，是不完全具备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

社会第一 阶 段 的 经 济、政 治 和 文 化 特 征 的 社 会 主

义。这包括:我 国 根 据 现 阶 段 生 产 力 发 展 状 况，不

能实行完 全 的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和 完 全 的“按 劳 分

配”制度，只能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制度;不能实行消灭了商品

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不能实行没有政治国家的社会主义，只能 实

行工人阶 级 领 导 的、人 民 民 主 专 政 的 社 会 主 义 等

等。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力争社会主义

因素占主体，同时还必须利用、包容和整合一些 非

社会主义的乃至一些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长 达 100

年的历史时 期。其 任 务 是 为 使 我 国 发 展 到 更 高 的

社会阶段，即为了建成完全和成熟的社会主义，而

创造历史前 提 和 社 会 条 件。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作

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在一定的意义上

说，它还是一 种 过 渡 性 的 社 会 形 态。我 认 为，目 前

我们党和党的 理 论 工 作 者 应 当 前 瞻 性 地 思 考 的 一

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与其更高级阶段

相衔接的问题，以使我国完全地、顺利地走过马 克

思所说的向 共 产 主 义 ( 第 一 阶 段) 社 会 的“革 命 转

变时期”和“政治上的过渡时期”［9］445。其 实，邓 小

平早已从 理 论 上 做 过 这 样 前 瞻 性 的 思 考 和 论 述。
例如，他在 1990 年 3 月就指出:“中国社会主义 农

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 承 包

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长期坚持

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

的需要，发 展 适 度 规 模 经 营，发 展 集 体 经 济。”［4］355

到 1992 年 7 月，邓 小 平 在 审 阅 党 的 十 四 大 报 告 稿

时，再次重申我国农业长远的改 革 和 发 展“会 有 两

个飞跃”的思想。他强调说:“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

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 终 要 以 公 有 制 为 主 体”。
他认为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客观 要 求，“就 是 过 一 百

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道路”，即农业“集体

化集约化”［20］1349-1350
的发展道路。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在人类历史前沿

和具有活力 的 社 会 主 义。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生 机 和 活

力，就在于它必须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和创新，即不断解决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和新

任务。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条

件下，马克思主义者需要重点解决不同的历史性课

题，以不断推 进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事 业。马 克 思、恩 格

斯所完成的 历 史 性 任 务，是 在 自 由 资 本 主 义 时 代，

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

想发展为科学，从而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列

宁所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是在世界进入了垄断资本

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 段，用

以指导和夺取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

第一次由理论变为现实;毛泽东的历史性贡 献，是

继列宁之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 代，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

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 全 国

政权的革 命 道 路，使 我 国 通 过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胜

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开始进行建设社 会 主

义的探索;新时期，邓小平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

继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先后在苏联和中国进行了

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以后，通过体制改革，进行

社会主义 体 制 创 新，开 辟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使社会主 义 重 新 焕 发 出 生 机 和 活 力。所 以，社

会主义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113 ，所

探索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初步解决

了当年苏联和 中 国 毛 泽 东 时 代 尚 未 解 决 的 历 史 性

的课题，因此使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和中 华 民

族走在了世界 社 会 主 义 探 索 和 人 类 历 史 发 展 的 前

列。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由此在世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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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运动中正承担着光荣的、值得自豪的历史使

命和历史责任。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新

形态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完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

克思主义者在当代中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发

展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沿的最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潮

和迎接高潮到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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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New Form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LI Chong-f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ever part of so-called“democratic socialism”，but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continuous and essential uniformity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lies in the basic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hich is the
most direct rational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s well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application，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m and its scientific socialism. As the new form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China，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has continuous and essential uniformity with
scientific socialism，but also has relative differences，such as the particular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 socialism; new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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