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销单第4期

刊f4年12月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OURNAL OF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Vol. 3. �ø. 4 

Dec二.1994

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

HOW TO RECOGNIZE AND GRASP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张月波 Chang Yue-bo 

(上海水产大学. 200090)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200090) 

掘 要 本文从总结社会主义事业历史经验的高度，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

理论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和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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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精辟地

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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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于我们搞

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总结社会主义事业历史经验的高度，就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

本质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和思想内容谈些个人的学习体会。

1 最重要的经验教训11 :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的140多年，无产阶级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

从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从一种建设模式到结合各国民族特色建设模式的发展过程，其中有过

辉煌的胜利和宝贵经验，但也出现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误，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对世界人民

的吸引力没能充分显示出来。造成社会主义挫折和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共

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导致指导思

想和政策上的偏差与失误。正如邓小平同志1985年4月15日与外宾谈话中尖锐指出 "我们建

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

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①后来他又说，"问题是要把什么叫

1994-10-22收到.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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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述，找出了我

们过去工作中失误的要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前进中遇到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

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有区别的问题，前者是关

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后者则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只有本质问题搞清楚了，才

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2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它贯串于一个事物发展的

全过程中，并且制约和决定该事物的其它方面。本质隐藏在事物的内部，不容易被人们所认识，

人们只能通过其属性或特征逐步认识事物的本质。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从列宁创建第→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现在，只

有70多年历史，与有几百年历史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目前还处在幼年时期，还带

有很大的不成熟性，社会主义本质的显露有-个过程，人们只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

断深入，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它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一

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生活美好富裕的新社会。社会主义事业的性

质和任务，决定了它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走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

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还必然会遇到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反抗和破坏。

又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建立起来，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并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

之中，它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和共处中，在经济实力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际资本主义势

力必然凭借它们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

国家进行破坏，施加压力，甚至发动侵略战争。而当它们用硬的一手不能得逞的情况下，更多的

会使用"和平演变"软的一手，对社会主义进行渗透和颠覆。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更增加了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难度。

3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设想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论证了资本

主义产生、发展和被社会主义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对行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

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有那些基本特征?它同资本主义社会有那些根本区别?对这些问题，他们

没有实践经验可供总结，只能以对资本主义矛盾和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为依据，对未来社会的

基本特性做出某种预测和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把推翻资本主3'制度后

建立起来的新的未来社会，统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后来马克思在187 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

书中，把共产主义分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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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他们提出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生产资料

的所有制方式z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灭剥削的基础上，为了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

应，必须实行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制，即建立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对生活资料则

实行个人所有制。产品的分配方式: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社会主义还不能实行按需

分配，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每个劳动者只能从社会储存中领取和他所提供的劳动

数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经济活动的调节方式z社会主义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有计划的生

产，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统一的计划调节，从而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由于实

行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而商品和货币将失去作用而退出经济生活舞台。随着阶级和阶级差

别的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就不再需要了，国家也随之消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个科学概念。

4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

利的设想上的，然而历史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社会主义首先在一系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的国家相继取得了胜利，因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必然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起点不同，各自的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因而社会主义建设必

然呈现着多种不同模式和复杂性，更增加了人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难度。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曾打算直接

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生产和分

配。鉴于俄国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国内条件，列宁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苏维埃政权方面，实

行一种特定环境下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来列宁及时调整了政策，推行了一条有利于恢复

和发展俄国经济的"新经济政策"。但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短促，还没有充分

材料使他从理论上去论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等课题。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但是苏联

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僵化了，没有

随着战争年代的结束而进行调整，因而导致后来经济发展的滞缓和困难。针对苏联的情况，邓

小平同志在1985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

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③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

相结合，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为建设、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

主义事业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发展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有益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

历史原因，毛泽东同志在探索过程中也有过失误，他片面强调和过分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

过分追求"高级的"、"纯粹的气土会主义公有制，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也没有能够完全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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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看

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5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同志，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巨大政

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

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

一直思考这个问题。1980年5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提出: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

果摘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④1985年8月

他又说166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 就是对内摘活，对外开放。川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
"⑤ 

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 1990年12月他又指出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

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⑥从邓小平同志上述几次谈话中可以看出，尽管

他当时并没有完整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但他总是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共

同富裕几方面来论述社会主义本质的。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谈话中第一次精辟而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

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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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这是对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和新贡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

邓小平同志论述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包含有丰富的内涵。
S. 1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是很多的，工作

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任务，只能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共产主义
创造物质基础。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和突出论述了这个问题。1984
年6月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

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庄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

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

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
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

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视。"⑧
邓

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

⑤0，川、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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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阔志肉企党提出以1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F力，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也他说s"多�

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回阱级4争为绢 忽视发展生产

力 "⑥他针对"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明确指出..社

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φ，袍题认为W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
@ 

主义" ..."..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f邓小平同志讲..我们搞的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J'@精典作家也讲要发展生产力，但

没有像邓小平同志那样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没有突出Z在社会主义本质
中的地位.
5.2 社会主义不仅要发展生产力，也要解放生产力

过去人们只承认"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好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存在有束缚生产力的

问题，也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恰邓小于同志通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分析指出，"社会王义基

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杜

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班草，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Q}
"政革是中国发

@ ⑩  
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我们把班革当作一种革命" ，并称"改革是中国剧第二掠，革命，"
邓小乎还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世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直在生产力，不完

，，@ 
全。应该把解草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承

担着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的双重伍务"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添

了新鲜内容，也为我们认清社会主义本质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我国实行改

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官再一次雄辩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

强太生命力.

5，3 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噩诋社会主义曲根本目的和目标

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其前提是废除生产资
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在分配制度上实行备尽所能，按劳分配@
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邓小平同志现确提出J我们坚蜡意社舍主义道路且提束自拯量应现共同

@ 
致富险" 吁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爵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不同的特点就是弗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曲财富，第-相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

⑨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岛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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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B第兰卷.第328页.

4J'(邓小平文选P第三卷，第37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36页.

⑩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四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

⑩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⑩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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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实现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平均主义，也不是同步富裕。"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
句 → ，，@

锅饭 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f这个亏。'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

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为此，他在1978年12月一次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在经济政策

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

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说"这是一个大政策 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⑧

5.4 最终达到共罔富裕，表明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邓小平同志在讲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时，一连使用"解放"、"发展"、"消灭"、"消除"和"最

终达到"五个动词。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上百年，党的基本路 线要管一百年，不能犯急躁病，要有长期作战的思

想准备，不能再犯过去那种急于向"高级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另方面强调发展

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结果，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结束之时就完全实现，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高超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包含有丰富内容，其中五句话和五个方面既是相互

联系不可分的整体，但它们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认为，其中最重

要、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句话，即前二句话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它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是基础和前提，后一句话，"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目标，是结果。

这个思想充分体现在邓小平同志1986年9月2日同美国记者谈话中提出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原

则，他说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⑧

邓小平同志论述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根本上反对和纠正了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

的种种曲解、误解和不正确观点，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 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南。他

体现了三个统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任务与目标的有机统一，过程与结果的有

机统一。

我们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时，常常遇到如下一个棘手的问题:社会

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

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讲述社

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里没有提?是否因此就认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不重要了?就不体现社会

主义的本质特点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与"不是"形而上学地看待这个问题，而是要全面学
习和深刻领会《邓小平文选》中阐述的基本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讲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公有制为主体，

按劳分配为主体，但不提不等于否定这两条，实际上里边已经包含了这二点。因为要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两条是作为前提条件，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必需，理所当然地包

括在其中了。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他多次谈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和以按劳分配为

主体的分配制度，对这二条是极为重视的，把它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与资本

⑧《邓小平文选F第三卷，第12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

⑧O�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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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本质区别高度来论述。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

基础，这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7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
⑧ 

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他把公有制为主体提高到社

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高度来认识。1985年8月在与外宾的谈话中，他又多次讲了公有制，"社会主

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只要我国经济中公
，，@ 

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在讲到办特区时，他说 "特区姓‘社'不姓‘资'。从
， ⑧  

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 总之我们要全面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本质

的思想，不要片面性。既然邓小平同志如此重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又为什么在关于本质的概

括中没有明确提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呢?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是为了

突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性，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但对于发展生
产和共同富裕来说，只具有前提条件，基础和保证的意义。问题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

在学习中也有人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也能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能否说它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我们在前面谈到，本质是一个事物的根

本性质，它贯串于该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它在发展的一

定历史阶段内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这
个基本矛盾的制约，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是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程桔，被社

会主义取代。因此，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能体现资本主义的本质，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相适应的，虽然还存在着矛盾，有时

矛盾还是很激烈的，但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

的体制、环节和方面，就能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

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口阳、平文选》第三卷，第149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