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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历史跨度和发展进阶

张建忠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摇 201620)

摘要:现代化、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三者本非处于同一历史时空中的社会境况,但在历史

的因缘际会下却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在未完成现代化的历史境况中所建立的社会主义

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 我们应以此为立足点去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和发展进阶问题。 尽

管党中央在新时代提出要在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历史跨度也随之缩短,而是仍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 然而,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发生阶段性质变,其在内涵上将从“特殊意义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

向“一般意义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冶也不等

于“建成社会主义冶,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标志,届时我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

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历
史跨度;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D61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1671 4970(2023)01 0030 11

摇 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

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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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1]18这一“两步走冶战略安

排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

史跨度问题作出相应的解释。 因为在党中央提

出新的“两步走冶战略之前,人们长期认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生产资料私

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本世纪中叶

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

上百年的时间。 如今,“基本实现现代化冶这一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将提前至二〇三五年实

现,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上

百年时间冶的历史跨度也随之缩短呢? 到本世

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我们又

当如何在理论上重新界定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

阶段呢? 这些都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围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和本质特征、历史分

期、阶段性特征以及在新时代的实践要求等问

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历史跨度问题,大多只是强调它的 “长期

性冶,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同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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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演变和发展进阶问题则讨论不多。 然

而,我们党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在理论上回答好这些问题日益迫切,
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准确把握所处

的历史方位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

重要前提。 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将循着科学社

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现代化、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
历史的因缘际会

摇 摇 现代化、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三者本是具

有内在张力的、不在同一时空中的历史境况,但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

联性的整体,因此应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

践逻辑所构成的三维坐标系中探讨三者的内在

关系,并以此为参照,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历史跨度问题。
1. 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现代化本是社会

主义的历史前提

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

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

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
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

为深刻变革的过程冶 [2]序言·3。 就历史缘起而

言,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同

步的,只是到了 20 世纪初,列宁开辟了一条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路之后,才打破了两者的历史

耦合关系。 也因为现代化与资本主义长期处于

某种叠合状态,属于“一体两面冶的关系,马克

思恩格斯常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现代社会冶与

“资本主义社会冶。 他们说:“‘现代社会爷就是

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冶 [3]444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冶 [4]32。 马克思偶

尔还将现代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工业较发

达的国家(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者注)
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

来的景象。冶 [5] 这与西方国家早发现代化的示

范效应和资本的扩张本性有着内在关联,因为

资本的扩张本性会打破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

地方性和封闭性,造就一个统一开放的世界市

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

本的概念本身中。冶 [6] 所有前现代的国家和民

族都将被世界市场这一黑洞般的存在体系所吞

噬,卷入世界历史的浪潮,资产者将“按照自己

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冶 [4]36。 西方资

本主义文明体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某种意义

上也是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过程,世界其他

民族和地区都或早或晚,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

现代化浪潮的型塑。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

“相生相克冶的关系。 资本主义推动了现代化,
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又超出资本主义所能

驾驭的范围,马克思形象地将两者的关系形容

为“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

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冶 [4]37。 以社会化大生产为

核心的现代化最终将冲破资本主义的狭隘形式

而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将继承现代化的历

史内容而抛却现代化借以实现的资本主义

外壳。
如果说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在很长时期内是

“共时性冶关系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语境中,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历
时性冶关系。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是用于指称

资本主义之后的那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是资本

主义矛盾运动的结果。 其虽然是共产主义社会

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冶 [7],
却是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并在批判继承资本

主义现代化文明基础之上的发达的社会形态。
换言之,社会主义是以继承并超越现代文明为

指向的一种后现代的文明制度。 就此而言,把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理

论冶 [8]也不无道理,因为马克思就是把对现代

性社会的批判与重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内在

瓦解及其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冶 [9]。
概言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不论

从“时间先在性冶还是从“逻辑先在性冶而论,社
会主义社会都属于一种后现代的文明形态:就
“时间先在性冶而言,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

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而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

思的语境中则是现代化社会的同义语,因此,现
代化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历

史阶段;就“逻辑先在性冶而言,社会主义社会

必须以批判继承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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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提出过像俄国等基

本还处于前现代发展水平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

主义“卡夫丁峡谷冶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可

能性,他们也始终认为这必须以充分占有西方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作为前提[10]。
2. 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现代化成为社会

主义的历史任务

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交互作用,历史上

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而是在中俄等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

的国家取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理论版冶的发

达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版冶的不发达的社会主

义的强烈反差。 本不应成为社会主义主要议题

的现代化也因此成为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

首要历史任务了,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

度都是在自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土壤中建立起

来的,缺乏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核心的现代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条件———而这些恰

恰又是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
社会主义离不开现代化的文明基础,东方

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他

曾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

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

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没有邮电和

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冶 [11]252

社会主义应该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

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

教育等等等等冶 [11]520。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

等这些条件完全成熟,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否则就会犯“经济唯物主义冶和机械决定论的

错误。 深谙革命辩证法的列宁曾说过:“世界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

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
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冶 [12]374 中俄等落后国家

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奠定现代化的政治前提,然后再来完成现代化

的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现代化冶就是在这一

历史逻辑下形成的。
“先有现代化后有社会主义冶的理论逻辑

如今颠倒为“先有社会主义后有现代化冶的历

史逻辑。 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不统一,造成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逻辑的混乱和错位,使

得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经历

了不少挫折和坎坷。 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没能

准确定位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因而也就没能

站在一个正确的历史方位去认识和处理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三者的关系:既没搞清楚

“社会主义冶和“现代化冶的内涵、关系以及各自

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地位,也没搞清楚社会主义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更没搞清楚

未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与建基于资本主义现

代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现代化过程

中始终受到“姓资姓社冶问题的干扰与纠缠。
比如,苏联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

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 +集权型现代国家机

构冶 [2]124的现代化模式,就与理论上教条地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原则设想,
实践上力图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划清界限

有关。
不可否认,“现代性说到底是现代生产基

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资本运动兴起和发

展起来的。冶 [13]人类社会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不论是所取得的成绩还是由此付出的代价

和产生的各种社会病症,似乎都与资本逻辑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从特殊性蕴含普遍性的辩

证法视角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

一种特殊形态,无疑又蕴含着现代化的一些共

性特点和规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

程中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市场化、社会化、工业

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等,部分反

映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有些甚至就是现代化

的结果和表现。 然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

很长时间内往往把其中的一些现代化的基本特

征看成资本主义的专利,造成了现代化与社会

主义的分离甚至对立。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以“姓资

姓社冶的二元对立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现代化,
无异于拒绝现代化,如不能实现现代化,所谓的

社会主义也只能是一座空架子。 而要完成现代

化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在一定程度和范围顺应

资本逻辑的要求。 但资本逻辑本身具有两重

性,其在成就现代化的同时,又会滋生一些与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本质要

求相悖的负面效应,这是东方式社会主义国家

·23·



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和发展进阶

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面临的困惑与两难。 而要

化解这一两难困境,就必须在由本国国情、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预示的未来社会

所组成的三维坐标系中准确定位自身所处的历

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并以此为基点去正确认识、
评价和处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三者

的关系,进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

逻辑。
3.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初级阶段与现代化

的历史耦合关系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逻辑首先必须解决

“先有现代化后有社会主义冶的理论逻辑与“先
有社会主义后有现代化冶的历史逻辑不相统一

的问题,使两者能够在一个新的历史基点上重

新实现统一。 进而,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

本原则和本质要求,又尊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文化落后这一基本事实,在社会主义的

“应然性原则冶和“实然性基础冶的矛盾关系中

找到平衡点。 然而,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社会主

义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未处理

好如上问题,他们或者是从经典作家理论版的

社会主义的某些应然性原则出发,去规制现实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力图剔除现代化进程

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追求社会主

义的“纯度冶,致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中犯

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冶倾错误;或者简单以经

济文化落后为由,认为必须先补足资本主义现

代化这一课再实行社会主义,结果走向了否定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归路。 在这两种错误倾

向中,又以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冶倾错误最为典

型———邓小平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爷冶 [14]375的历史缘由也在于此。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左和右的纷争

与困扰,缘于对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没有

正确认识。 如何在理论上恰如其分地界定好社

会发展阶段问题,从而既能使现代化建设朝着

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前进,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

原则,又能为整合利用一些虽然是非社会主义

性质但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因素提供科学说明

和意识形态辩护,这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必

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我们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

景下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一方面,我国社会已经是社

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

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脱胎于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母体,不具备以社会化大

生产为核心的现代化的历史基础,使得我们的

社会主义不仅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发

展水平,甚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

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

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

化。冶 [15]474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如上论述,
不仅指出了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工
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冶,摆脱

不发达状态,实现社会主义“名冶与“实冶的统

一,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和根本指导。 一方面,“社会主义冶的质性规定

要求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朝着社会主义的大

方向前进,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

向;另一方面,“初级阶段冶的量性规定又要求

我们的现代化实践必须顺应生产商品化的内在

逻辑和运行机制。 因为就世界历史方位而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仍处于马克思所提出

的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物的依赖性冶的

发展阶段[16]。 既如此,就必须整合利用一些虽

然是非社会主义性质但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因

素。 哪怕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与资本主义

相似的社会现象,也应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历史方位予以客观理性的认识和评价,这就

为我们大胆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

在内的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体制机制、
技术方法等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再因为“姓资

姓社冶的问题而畏葸不前。
综上所言,不论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还是

实践逻辑而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现代化都

具有某种历史耦合关系:既然社会主义离不开

现代化的文明成果,而初级阶段的历史依据和

基本特征恰恰在于因尚未完成现代化而处于不

发达的状况,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

务自然就是通过实现现代化而摆脱不发达状

况,打牢社会主义大厦的地基。 照此逻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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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结束之时。 我们党当时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界定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即“从五十

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冶,且推测这

一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冶 [15]476。 其中,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冶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冶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起点和终点的标志,是质的规定;“至
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冶则是基于当时国内外的发

展状况做出的预测,是量的规定。 我们应该在

如上质与量的双重维度去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历史跨度。

二、基本实现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历史跨度和内涵演变

摇 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

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

要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如果

依照我们党以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跨度

的界定———即“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基本实现冶,那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也将提前至 2035 年结束呢? 答案是否定的。
2021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准确把握新发

展阶段》一文中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我
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未来 30 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

新发展阶段冶,并强调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冶 [17]162鄄164。 经过党的二

十大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
纲冶部分不仅保留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冶的一贯表述,而且保留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冶的

判断,并坚持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

斗冶 [1]99鄄100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路线的落脚点。 综上所言,虽然改革开放 40 余

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展速度也远

超改革开放初的预期,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时间跨度并未因此缩短。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缘何不变

新时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

表进行了重新规划,却未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时间跨度作出相应调整,笔者认为这主要有

如下三方面原因:
(1)只有完全实现现代化,才能达到社会

主义应有的历史高度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社会主义社会是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建立在资

本主义现代文明充分发展基础之上、比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崭新社会形态。 评

判一国的社会主义是否完善和成熟,不应仅仅

立足于本国历史进行纵向比较,也要基于世界

历史进行横向比较。 时至今日,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仍占居世界历史发展的高位,这势必

会成为度量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和

现代化程度的现实参照。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理应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少不

应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否则就不能

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无疑是衡量一个国家发

展水平的关键指标。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2035 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的部署,我国那时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冶 [1]18,这是一个以定性为主,蕴含定量的表

述方式。 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到 2035 年人

均 GDP 较 2020 年要翻一番,即 2 万美元左右。
而 2019 年世界 30 多个发达经济体的人均 GDP
就已经达到 4. 1 万美元。 如果到 2035 年人均

实际 GDP 水平能够较 2020 年翻一番,届时我

国人均 GDP 也只达到发达经济体当下平均水

平的 50% ~ 60% [18]。 因此,即使 2035 年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能顺利完成,我国与西方发

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恐怕只有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我
们的社会主义才能达到应有的历史高度,其优

越性也才能得到充分展现。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党中央对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分“两步走冶推进的

战略安排,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冶的战略目标分

为前后相继、由低到高两个层次。 但不论是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冶还是“建成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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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强国冶,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

新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目标,主题都是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后者只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巩

固、充实和提高。 我们党始终是把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

标的。 概言之,新时代的“两步走冶战略安排不

是另起炉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发展战略是 “承接、深化和拓展冶 的关

系[19],与原来的“三步走冶战略在逻辑上也是契

合的。 “行百里者半九十冶,我们不应把“中点冶
当“终点冶,将 2035 年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冶作
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标志。

(2)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在

拓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冶与“社会主

义冶的有机统一体,前者旨在实现传统农业社

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后者旨在解决资本

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并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创造条件。 这两重历史任务本是依次推进的

历时性过程,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

的历史时空下,变成了并行推进的共时性任务,
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也是

中国式现代化要突破的难点。 因为这两重历史

任务本身存在某种矛盾和张力,在某些具体实

践情境中甚至是一种“鱼和熊掌冶的关系。 正

如有学者指出的:“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

常常会破坏或抵制现代化的目的理性,追求现

代化的目的理性往往容易偏离或抛弃社会主义

的价值理性。冶 [20] 化解两者间的这种悖论性关

系,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

题,仍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探索和实践。
现代化内涵具有很强的历史生成性特征。

比如,就经济现代化这一维度而言,从“电气

化冶到“机械化冶到“信息化冶再到当下正在兴起

的“智能化冶,现代化的科技含量和标准不断提

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现代化道路上

取得了巨大成就,GDP 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
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

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

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
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

差距冶 [21],这一局面恐怕无法在短期内得到

扭转。
此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外延也在实践中

不断拓展,除了“新四化冶 (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还有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教文卫的现代化、国防

和军队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等。 就是

说,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不是单向度的现代化,
而是涉及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全方位的现代化,
这恐非是一个在 2035 年就能完成的任务。

(3)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的问题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的实现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

开启,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

段冶 [17]162。 根据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以及我国社

会在新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我们

不妨以建党 100 年为标志,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

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落后,因此这一时期的首

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发展经济,让民众基本的

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保障。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

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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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

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 这些问题如得

不到很好解决,就不是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

机统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等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价值依归和题中之意。 因此,我们在新发展阶

段———也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的主

要任务应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

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的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实现共同富裕。 而这恐怕也需要到本

世纪中叶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

代化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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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17鄄18。 我们要实现

的是一个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于一体的现

代化目标,其任务的艰巨性、目标的崇高性、发
展的全面性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远不及

的,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长无法轻

易缩短。
2. 基本实现现代化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

涵的演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

段,……而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
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

程。冶 [17]165因此,我们有必要以 2035 年基本实

现现代化为标志,对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出区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冶这一范畴就其一般

意义而言,在内涵上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

始阶段,外延上是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

经历的起始阶段。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哥达

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的发展逻辑曾做过如

下理论设想:资本主义社会寅革命转变时期寅
共产 主 义 第 一 阶 段 寅 共 产 主 义 高 级 阶

段[3]434鄄445;之后列宁用“社会主义冶指称共产主

义第一阶段或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冶
则特指共产主义高级阶段[22]。 因此,一般意义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

文明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一开始就属于发达

的社会体系。
我们党则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冶这一范畴,其“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

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

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冶 [15]476,“不发达冶也就成为

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这一特殊含义根本上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所

赖以诞生的特殊历史条件赋予的,即我国的社

会主义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经过资本

主义文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而恰恰是在

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严重不足,生产的商品化、
社会化和现代化水平非常低的条件下产生。 这

也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去实现别的

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

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冶。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2035 年我国发展

的总体目标的规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之后,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
防、科技等各方面各领域将实现又一个质的提

升,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1]18鄄19。 届时我国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

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冶也已基本实现,因此我们

将不再是“特殊含义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
是进入“一般含义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至

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近百

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如果说前八十五年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补历史形成的短板,使社会

主义具备应有的文明基础和发展水平;后十五

年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充实和提高,既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更高的历史阶段奠

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也为顺利过渡到更高的历

史阶段进行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具有“承
前启后冶的过渡期性质。

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发展进阶

摇 摇 恰如其分地评估和定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目标的实现,准确界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之后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

段,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上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我们

必须未雨绸缪,对之进行深入思考。
1.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随之结束

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爷
的。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

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爷的。 不承认

‘边爷,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冶 [23]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也是有“边冶的,不论是从质的规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冶)还是从量的规定(“需
要上百年时间冶),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将随之结束。
但是,有学者认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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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冶。 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似乎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论不变;相反,如果变更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论,就意味着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笔者

对此不敢苟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

主义的基本原则(普遍性)与中国国情(特殊

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内蕴的科学社会主义

的基本原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公有制的主

体地位、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党的领导和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等,具有相对稳定性,在我国整

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都有其恒久的价值和意

义;而其中因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

时期的国情而赋予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和时代

特色,理应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这

样才能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当代形

态冶,也必然会发展出它的“未来形态冶,不宜将

其形成于初级阶段的当代形态凝固化、永恒化,
否则将无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国情的需

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

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毫不动摇

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

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
族特色、时代特色。冶 [24] 因此,我们必须以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态度对待我国社会

发展阶段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

革与发展要求,拒绝变革、害怕变革的心态是要

不得的。
如果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之后,仍将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界定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则会与我们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和强调的有关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论断产生矛盾和冲突;二则在

理论上会滞后于我国那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实

践要求。 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历史依据

正在于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生产的社会化、
商品化和现代化水平不高,这也决定了我们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后,也就意

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依据将不复存

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也将

完成。 届时如果我们再固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论不变,既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不符,也会造成党的理论的逻辑混乱和广大党

员干部的思想混乱。
2.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等于建成社

会主义

如果就一般的历史发展逻辑而论,社会主

义是继现代化之后的产物,两者不仅在时间上

是历时性的关系,而且各自承担的历史任务也

不同。 现代化旨在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

业社会转型,推进市场化、社会化、城市化、民主

化、法治化等;而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

要解决人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危

机,并直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然而,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促使社会主义与现

代化联姻,产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冶这一跨时空

的组合,但其在逻辑上仍然包含“社会主义冶与
“现代化冶两个方面。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社会主义冶与“现代化冶这两个方面虽是有机

整体,但仍有主次之分,“在初级阶段建设社会

主义,根本上就是实现现代化冶 [25]。
换言之,实现现代化是在未完成现代化任

务的历史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完成的

历史任务。 在基本还处于前现代发展水平基础

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冶 [14]225,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

一步打牢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而已,但还不是

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本身。 某种意义上说,只有

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才实现了

社会主义的制度形式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内容的

统一,“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冶 [14]225,社会

主义在各方面才都有了一个较为充实的基础,
但恐怕还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的高级形态,至
少不应理解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时。

更有甚者,如果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冶理解为“建成社会主义冶,按照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无异

于宣告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已经

完成,逻辑上意味着我们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就要宣布进入共产主

义,这显然严重脱离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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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重犯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冶倾错误。 殷鉴

不远,我们对此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保持高度

清醒,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

历史方位去认识和评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

标的实现。 如若拔高这一历史发展水平,就很

容易犯急躁冒进的颠覆性错误。 当然,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发

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阶段性质变,这一阶段

性质变将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

崭新阶段。 我们也不可低估或者否认这一阶段

性质变的伟大历史意义,否则很容易陷入庸俗

进化论的陷阱。
3. 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后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我们该如

何界定那时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

段呢? 从逻辑连贯性的角度,理论上有两种可

选方案:一是以“初级阶段 高级阶段冶的两分

法为依据,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冶;
二是以“初级阶段 中级阶段 高级阶段冶的三

分法为依据,将其界定为 “社会主义中级阶

段冶。 综观可预见期内国内外发展状态和趋

势,直接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我国

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界定为“社会主义高级阶

段冶恐有不妥,理由有二:其一,正由于缺乏现

代化这一历史前提,我们不得不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补足现代化这一课。 就科学社会主义的理

论逻辑而言,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我国的

社会主义与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所建立起

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处于同一历史水平线上。 把

这一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直接界定为高级阶段

的社会主义,如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刚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高级

阶段一样,与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逻辑不相

协调。
其二,资本主义在可预见期内仍然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

力尤为巨大,这反过来又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再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因此,国际社会主

义运动在可预见期内总体上仍将处于低潮。 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

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能且只能

是国际性的事业。 如果我们在全球整体上仍处

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直接宣布进入

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对内则容易脱离我国实际

发展水平,对外则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

节奏不相协调,在国际交往中也势必会面对更

多的“姓资姓社冶的意识形态龃龉。
综观理论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笔者认为,从

“初级阶段 中级阶段 高级阶段冶的三分法出

发,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我国社会

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

中级阶段冶是比较稳妥的方案:一方面,这种三

分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迹可循。 比如,
列宁就曾经提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中级阶

段和高级阶段,他说:“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

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

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冶 [26]。 这一论述无

疑在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另一方

面,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冶定位完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之后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一则,与此前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然衔接,与我们党既有

的相关论断也不矛盾;二则,到本世纪中叶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我国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

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

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冶 [27]届时将之定位为“社会

主义中级阶段冶符合彼时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

水平,既不滞后也不超前,能够取得 “名冶 与

“实冶的统一;三则,这将有利于标识我国社会

主义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为之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四、结摇 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正确认识

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
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

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
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冶 [17]161。 经过新中

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不懈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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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

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

时代,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初提出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冶的

论断做出更全面的阐释。 尤其在新时代背景

下,需要对继续坚持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做出新

的说明和论证,如此方能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

坚持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

针政策。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社会是第一个凭

借着理论的自觉建构起来的崭新社会形态,理
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发

展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我们必须在理论逻辑、历
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视域中,对接踵而

至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问题展开探讨。 进而在

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形

态冶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未来形

态冶进行必要的探索和准备。
当然,就如毛泽东所言:“事情是不断变化

的,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

能的,这样要求与空想社会主义差不多。 凭空

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科学地来看事

情就不是如此。冶 [28] 有关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

具体特征、历史跨度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中

级阶段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具体表现为什

么样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制度形态,应该改

什么、怎样改等问题只能等待那个时代的中国

共产党人根据业已变化了的国内外的发展状况

作出具体回答,过早进行预测和描绘既不可取

也不可能更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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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Span and Advancement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 ZHANG Jianzhong(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Modernization, socialism, and the primary stage are not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same
historical space and time. But under the historical coincidence, they have formed a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Socialism established i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of incomplete modernization can only be
socialism in the primary stage, which determines that the overall task of socialism in the primary stage is
to achiev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use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span and
advancement of socialism in the primary stage. In the new era, although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proposed the goal of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y 2035, it does not mean that historical
span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will also be shortened, but will continue to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However,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with “ special meaning冶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with “general meaning冶 after 2035.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y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will signify the end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en China will enter a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also enter a new historical era.
Key word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e intermediate stage of socialism; historical span;develop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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