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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起,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围绕生产力要素

这一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充分的论证,指明了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和特

征。 一百余年前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建立,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开创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先河,于是,围绕着发展生产力的核心议题,苏东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

路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理论和实践的严重偏离最终导致了失败,但却为后来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作为又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

家,结合本国发展的实际,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探索实践,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获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功。 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首

次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而且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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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完整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的根本和旨归。 自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起,这一理论伴随着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实践探索使社会主义从理想

变为了现实,迄今为止发展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 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生产力的高

度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更是社会主义不断向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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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迈进的根本动力。 正因为此,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每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会

围绕着生产力问题进行不断探索,其中既有过成就和辉煌,也有过挫折和失败。 如今,社会主义在

中国的蓬勃发展已充分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显示出了巨大优势。 党

的十九大为我们描绘出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即到 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将使社会主义第一次建立在

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对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将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生产力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设想及其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有一条始终如一的红线,即发展生产力。 围绕着生产力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视域作了充分的论证。 而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而言,经济文化相对

落后的俄国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新的境界,
由于较低的经济起点,大力发展生产力便成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最为重要的任务。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视域思考

为了更好地说明生产力问题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运用唯物史

观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成发展过程

中的决定性力量。
首先,生产力及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了与社会主义社会形生的历史必然性。 自人类社会产生

起直至今天,在每一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中,生产力始终是具有决定性的推动力量,成为构成社

会形态基本样态的根本要素。 马克思指出,社会都“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

变化和改变的。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

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1]340。 社会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且是符合生

产力发展程度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会推动社会形态向着更高一

级迈进,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用。 基于这种认知,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

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结合当时所在的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境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

分析,不仅指出资本主义狭窄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不相适应,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

桎梏,而且指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不断激化,必将使其无法正常发展下去,
因此必须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以尽可能多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
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即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事实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科学社

会主义的设想从未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始终坚持以从社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来阐述社会主

义产生的必然性。 在他们看来,“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

上” [2]789。 社会主义与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是因应着现实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革的社会形态,
它不是出于一种主观想象而设想来的社会形态,而是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

基础之上,并以此为根基组织生产推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事

实有根本性的差别,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其建立和

发展的秘密就在于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处于不断变革之中,在现时代的经济事实之中,社会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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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建立于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基础上的、有着客观经济基础依据的新社会,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的社会。
最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鲜明特征和根本要求。 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

以解放生产力为优势。 “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

本身才能保存并进一步发展” [2]654。 相比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社会公有

化的生产方式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一种合情合理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会促使社会成

为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制约力,会使社会自觉地与生产力产生契合,进而实现社会和生产力

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

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3]539。 社会主义通过大踏步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发

展不断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提升社会的发展层次,以体现出社

会主义社会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优越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基于特定的物质基础而提出的科学理

论,正是由于此,社会主义社会相比于其他社会形态不仅更为高级,而且更为科学。
(二)现实境遇下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创设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科学的预见,但由于受特定历史

条件的制约,二人从来没有、也无法对未来新社会提出任何一个“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 于是,在
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难题,遇到了诸多现实问题。 究竟社会主义能否建立?
建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应如何发展? 逐渐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碰撞中,
列宁一方面从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结合俄国发展的实际,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一定是在全社会生产力达到了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共同迈

进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 [3]539。 作

为马克思主义最为坚定的拥护者和继承者,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性的分析和

对本国现实国情的掌握,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相对落后

的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

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 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这样。 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

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4]8。 在列宁看来,
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经过自身的建设都可以进入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但每个国

家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选择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时却是可以不同的,因此,社会主义能够在经济文

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基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发动

了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飞跃。 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

实的伟大飞跃,有力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意涵,论证了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在建立社会主义之后,列宁清醒地认识到相比于当时生产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俄国经

济发展是较为落后的,而且军事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等都占有一定优势,在这种低起点下,列宁认为

落后的国家要想建设好社会主义,最为根本的就是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将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核

心要务,“这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基

671



吴宁宁,等　 生产力发展视域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百年的历史实践和未来意蕴

础。 这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

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4]82-83。 于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

率便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之一。 在列宁看来,在国家政权

不改初衷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可以在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生产力发展的绝对优越性,即使初

始点低于资本主义,也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而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跨域式发展,便具备

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争甚至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优势,含有了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

最深源泉,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 可以说,正是列宁这一伟大思想的提出以及苏维埃俄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视域,使社会主义在曲折实践

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同时,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生产力视角对科学社会主

义的论证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能够进行创新性发展的,从本质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发展生

产力作为其核心要务和根本特征的。

二、早期苏联、东欧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成就与教训

沿着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以苏联、东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恩格

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各国的改革需要相结合,围绕着发展生产力问题形成了早期社会主义建设

的探索之路,虽然这一道路没有能够最终走下去,但却为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可

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早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

十月革命胜利后,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尽快地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苏维埃

俄国发展起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摆在俄国面前最大的现实问题。 于是,在
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苏维埃俄国开始了一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之路,大体经历了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这几个阶段,“以尽力提高国内生产力作为

决定苏维埃政权全部经济政策的主要点和基本点” [5] 。 这是因为摆在社会主义面前的任务就是要

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唯有如此,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

会主义奠定丰富的物质基础。
在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列宁认为当时苏维埃俄国的生产力太低,并未达到社会主

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为此,“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

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 [6] 。 为了尽快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

互适应,以列宁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按照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将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

制、消灭商品经济等思想对整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对土地、银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使
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奠定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夺取了关键的经济阵地。 这之后,由于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爆发了国内战争,为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打赢战争,捍
卫社会主义新社会,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管

理,对中小企业实行国有化等措施,确保了向后来和平经济建设时期的过渡,即以发展商品经济为

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苏维埃俄国汲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建设期

间的教训,允许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优势发展本国经济,以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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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大生产来改造小生产,以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从而使苏维埃俄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大

增加了产量。 据当时的数据统计,在国家工业化方面,俄国“1924 年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 32. 4%,
农业占 67. 6%……到 1940 年(战争爆发前一年),工业产值占 85. 7%,农业占 14. 3%” [7] 。 到 20 世

纪 40 年代,苏维埃俄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开始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跑完了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 50 年、甚至 100 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里程,充分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于资本主义制

度的极大优越性。
与此同时,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带来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从

1944 年到 1949 年的 5 年间,陆续有 11 个东欧国家在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民主

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可以说,早期苏东国家

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
(二)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失败教训

虽然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获得了巨大成功,但遗憾的是,苏联、东欧国家并没有将社会主义的道

路坚持到底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春天之后,苏联、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开始纷纷暴露出严重的建设问题,生产力呈现出滞后性发展,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东
欧剧变的历史悲剧。 回看苏联、东欧国家从建设社会主义到发生历史性剧变的实践过程,其在推动

生产力发展方面出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为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

经验和教训。
首先,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片面追求经济上的快速发展。 经济发展上的急于求成是造成苏

东剧变最为重要的原因。 从实际而言,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本身是一个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创举,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在生产力发展上下足功夫,恩格斯在《共产主义

原理》中也曾指出,“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 [1]304。 这

充分说明了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但如果忽视经济发展的规

律,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而提出一些不符合实际发展需要的建设举措,只会造成失败的后

果。 20 世纪后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冒进思想,急于建立“一大二公三

高四纯”的发达社会主义,尽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不考虑本国资源与能源情况,大搞“加速战

略”,片面提升经济发展速度而意图实现生产率短时期内的翻番,最终不但没有创造出更高的生产

力,反而欲速不达使经济发展更加艰难。
其次,没有找到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端左右摇摆,使经济长

期无法搞活。 苏联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计划经济—计划+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过

程,无论是早期的纯计划经济还是后来的“计划都不提了”,用 500 天过渡到市场经济,都没有形成

一个适合本国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模式,结果使得科技、生产力都没能按照原来的计划发展起

来,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 与苏联相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路要稍微清晰一些,其中,以南

斯拉夫、波兰、匈牙利为代表的几个国家较为注重如何更好地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
当时这些国家改革中,曾提出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计划调节下的市场” “有计划引进市场”等口

号,充分体现了对两种经济进行调和的初衷和用意,但最终由于外部的压力和内部改革的不力,加
之对市场经济认识不彻底,在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时始终存有对市场既接受又有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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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矛盾心态,最终使经济上的市场化步履维艰、经济问题层出不穷,且这些问题又没有得到及时

有效的解决,以致最终滑向了失败的厄运。
最后,一味注重经济改革的目的性,缺少对本国特殊国情的关注。 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而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业,没有样板和先例可以借鉴,为了尽快体现

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改革时经常犯严重的脱离国情的错误,
夸大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教条化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结果改革过程问题频

出,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开始遭到人们的质疑。 恩

格斯曾经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

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8]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其建设过程中应坚持将科学的

理论和具体的国情实际相结合,根据每个国家国情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更好

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违背了这一唯物史观的

立场,任意曲解社会主义的理论,最终导致自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失败。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开拓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如何“发展好、建设好社会主义”方面不断探

索,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起步

探索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于艰难的发展时期,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广大人民按照过渡时期“一化三改”总

路线的要求,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社会最伟大

的变革。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没有出现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但

是在这样一种新社会制度下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可以反过来更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这本身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最关键的是依靠什么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

与生产力的互促互进。 于是,从这一时期起,围绕着解决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

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开始带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鉴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社会现实,毛泽东汲取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积极发展轻工业,相应地发展运

输业和商业的稳步发展方针,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 与此同时,在生产方式上,这一时期还提出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计划

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资本主义技术以发展本国经济的

主张。 通过一系列艰辛探索,虽然期间走了一些弯路,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前进,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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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基础。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初步

成就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思考最多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围绕着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诉求,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出发点,以改革开放为基本路线,以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核心,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开创了新纪元。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9]63。 为此,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各种举措集中精力搞建设,大举推

进生产力发展。 一是以科学的思想推动改革,保障社会主义的方向。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目的

非常明确,就是要扫除发展生产力的各种障碍,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自我发展。 所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9]113,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重要动力。 二是实行对

外开放,充分借鉴和吸收外来文明成果。 邓小平深知关起门来搞建设难以获得成功,为此他特别提

出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实行全方位开放,以他山之石为我所用的精神促进

本国经济发展,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三是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正确处理好计划和市场

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9]373 中国经济建设的关键是发展,一
切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方式方法都要大胆地去尝试,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既是完全可行也是可

能的,由此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思路,并在党的十四大确定下来。 可以说,邓
小平同志通过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提出,把中国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此邓小平还特别提出分

“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确立了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描绘了光明前景。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稳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正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云骤变之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以强大的决心、毅力和勇气,顶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压力,从容应对复杂的国际环

境,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成功捍卫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事业,推
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

首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发展促繁荣。 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提升,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

强劲势头。 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增强综合国

力。 其次,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调动全社会生产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明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江泽民就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必经阶段,具
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21 世纪头 20 年是进行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要举全国之力加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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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江泽民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的提出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又体现了高瞻远瞩的特点,体现了时代精神,这一时期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历史阶段。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续写新篇章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抓住进入新世纪的时代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国

内外新变化的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展”的重大问题,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
一方面,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胡锦涛指出,“发展是

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10] 。 在这一时期,主要是

围绕着科学发展目标,解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通过

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得到了有效改善,生产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社会发展有了更大的作为。 另一方面,加大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战略任务,挖掘出了生产力发展的更大活力,有利推动了“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迈向新的成功。 与此同时,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坚定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胜信心和坚

强决心。
(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广大人民继续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重要问题不断探索,稳中求进,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历史成就,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

国受到了世人瞩目。
首先,继续深化改革,以时代担当的勇气确保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方面,围

绕难题、突出重点,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升改革的效果和效率。 另一方面以行稳致远的开拓思维推进解决和处理好全面深化

改革中的各个重大关系,以改革保稳定,以改革促发展。 其次,集中精力搞建设,将发展作为社会主

义建设的根本方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

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基于现实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凸显发展优势提出的新发展观,其中,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体系为目标,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 最后,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目标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用“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予以

逐步落实,即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11]28-29。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奋力拼搏,努力前行,使人

民的生活水平、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有了质的飞跃,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了蓬勃的生

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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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在

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伟大里程碑意义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之路虽充满了艰辛但辉煌不断,每一个发

展时期都成为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的关键一步,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离实现这

一伟大目标如此之近,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

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一)科学社会主义将第一次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社会主义运动将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国

家后的第二次飞跃

自一百余年前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起,始终坚持将社会主义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

相结合,以大力推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

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

创造物质基础” [9]137。 可以说,无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还是中国对社

会主义的开创探索,这一基本观点都是从一而终的。 但遗憾的是,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

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离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 中国在汲取前人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本国国情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适性与互促

性,不但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且有力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高度契

合。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清晰战略安排,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据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简称 CEBR)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到 2023 年,中国将有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

济体,这是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健发展作出的判断。
可以认为,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之时,将会使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建立在较为

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到那时,中国无论是经济核心竞争力还是经济总量以及市场规模都将处

于世界前列,全体人民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国将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先进国

家,历经发展,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终将变为现实。 这也将是继苏联开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后社

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里程碑式的飞跃,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考,而且最重要的还在于以伟大的发展成就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继续前进,
其意义十分深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将展现出更大的世界意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现新

的发展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低潮,人们也出现了一些疑惑,如社会主义道路

是否可行,社会主义本身的优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这些问

题提供了肯定性答案和充分性论证,展现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意义。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自大工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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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带来资本的迅速积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富有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目光转向于资

本主义,力图通过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发展自身,但现实给了这些国家深刻的教训。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

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 [11]10。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近 14 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实

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对社会主义的发

展态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将会极大地鼓舞发展中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推动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更坚定前行。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

平强调,“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 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

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 [12] 。 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这种优

越性一方面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汇聚起全社会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建
设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与人民群众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带动社会发展的活力,盘
活社会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体现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其内在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即生产

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更加符合现时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但能解决好人

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能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民幸福生活的高度一致。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中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实现跨越

式发展。 众所周知,今日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不仅为世界经济增

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且也带来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严重分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逐渐

暴露出的治理危机问题,使人们越来越担忧世界将会向何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

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构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仅注重理论方面的创新,更关

注现实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不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形成了一个各个国家都可借鉴的发展模

式,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跨越式发展。 未来,在向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努力奋进的过程中,以中国为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一定会前景光明,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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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Marx
 

and
 

Engels
 

have
 

conducted
 

sufficient
 

argentation
 

around
 

the
 

issue
 

of
 

productive
 

forces
 

by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urplus
 

value
 

theory 
 

and
 

pointed
 

out
 

that
 

highly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important
 

basi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m
 

in
 

Russia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transformed
 

scientific
 

socialism
 

from
 

a
 

theory
 

into
 

a
 

reality 
 

setting
 

a
 

precedent
 

for
 

building
 

socialism
 

in
 

a
 

country
 

with
 

relatively
 

backward
 

economy
 

and
 

culture.
Therefore 

 

focusing
 

on
 

the
 

core
 

issue
 

of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the
 

eastern
 

Soviet
 

countries
 

explored
 

various
 

aspects
 

on
 

the
 

roa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but
 

as
 

a
 

resul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evere
 

deviation
 

eventually
 

led
 

to
 

the
 

failure 
 

but
 

for
 

later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intent
 

countries
 

to
 

provide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can
 

be
 

drawn
 

lessons
 

from. China 
 

as
 

another
 

country
 

that
 

has
 

established
 

a
 

socialist
 

system 
 

has 
 

in
 

light
 

of
 

its
 

actual
 

development 
 

explored
 

and
 

practiced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blazed
 

a
 

path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building
 

socialism. In
 

the
 

future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goal
 

of
 

becom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ill
 

not
 

only
 

establish
 

scientific
 

socialism
 

on
 

the
 

basis
 

of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for
 

the
 

first
 

time 
 

but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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