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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的理论与实践都围绕着对中国社会

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的探索展开，理解毛泽东对中

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与模式选择，是理解毛泽东

一生理论与实践的一把钥匙。

一、毛泽东对 中 国 社 会 发 展 的 目 标 设 定———
“现代化富强 + 社会主义平等”

人类是在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近代中国

的社会状况是毛泽东选择社会发展目标的历史环

境。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

革命，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在西方国

家先后完成两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仍然在晚清

政府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技术落后，国力

严重衰弱。1840 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

老中国的大门，从此在中国割占领土、敲诈赔款、践
踏主权，对中国展开了野蛮的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

从此陷入了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帝国

主义的野蛮入侵和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激发起一个

民族的强烈愿望，这就是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现代

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主题。从 19 世纪中叶

到 20 世纪初，中国所有先进分子的求索无一不围绕

这一历史主题展开。

为了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富强，魏源、康有为、梁
启超、孙中山等一批批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纷纷对

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进行探索。从洋务

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都

是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近代中国学

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在实

践中却屡遭挫折，化作泡影。就在中国人民努力向

西方学习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暴露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也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

入了深重的社会危机，让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

文明产生了质疑。这时，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

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苦

苦求索救国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革命的胜利

中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道路———

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超越，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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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更加美好、更值得期待的人类

前景，因而成为中国人民的新选择。
作为中国先进分子之一的毛泽东，就是在上述

中国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对现代化富强这一历史

主题的认同，对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前景的向往，构成

毛泽东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包含两个方

面: 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中国应该既是现

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 既是富强的，又是平等的，

“现代化富强 + 社会主义平等”，这就是毛泽东的中

国社会发展目标。
毛泽东出生于 19 世纪末，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了

解到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少年时期，毛泽东从进步

书籍中有关开矿山、修铁路、设电线、造轮船、实现富

强救国等思想中受到现代化的思想启蒙，树立了争

取国家富强、挽救民族危亡的远大理想。毛泽东正

是怀揣这一民族的梦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民主革

命时期，毛泽东始终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

命斗争与实现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目标联系在一

起，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

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

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 P1081) ，提出“在新民主主义

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

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

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P1081)。新中国

的成立为毛泽东现代化梦想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政

治前提。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提出“把我们的祖国

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2］( P211) ，从此开始勾画新

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发展蓝图。1954 年 9
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

中向全国人民宣告:“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

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

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

国家。”［2］( P350) 1957 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设一

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

主义国家”［3］( P144) 的目标，1959 年底和 1960 年初，

毛泽东又补充道:“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

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

国防现代化。”［4］( P116) 这就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初

表述，它完整清晰地勾画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蓝

图。1964 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提

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

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

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目标。从此，百余

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主题，被确定为国家政策和政府

发展目标，开始在实践中实施。
中国不但要实现现代化和富强，还要实现社会

主义。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

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5］( P650) 社

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纲领，又是毛泽东的社会理想。
如果说实现现代化代表着毛泽东国家富强的向

往，社会主义则体现着毛泽东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

求。毛泽东的平等理想要早于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产

生。青年时期，毛泽东因为受到中国传统“大同”思

想和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产生了

社会平等的理想。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

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理

想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都是与无产阶级和广大

劳动人民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对

立物，社会主义以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奴役，实

现人们在财富、权力、劳动、地位等方方面面的平等，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毛泽东从思想

上高度认同社会主义平等的价值，把在中国践行和

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作为自己的目标孜孜以求。在

1949 年以前的近三十年里，在民主革命的总目标

下，平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1938 年，有外国记者问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想法，他

的答复是: 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懂得公民的

权利和义务，有受教育和娱乐的公平机会……没有

任何人在压迫别人。实现平等、自由和博爱。革命

胜利前夕，毛泽东展望自己的社会理想，指出要经过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6］( P1471)。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建国以后不久，毛泽

东即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实质就是消灭私有制，消

灭剥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人们在生产资料

面前的平等。毛泽东说，1949 年那样大的胜利，并

没有使我高兴; 到 1955 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

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

高兴了。毛泽东高兴是因为他看到社会主义的理想

正在中国变成现实。消灭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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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翻身得解

放，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新国家、新社会，毛

泽东一生的奋斗就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指出: “在毛泽东看来，

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7］( P296) 中国必

须是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中国，又必须是一个社会

主义的平等的中国，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

的目标设定，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是它的两

个规定性，缺一不可。
二、毛泽东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模式选

择———人民公社

新中国的成立使毛泽东获得了实现其社会发展

目标的政治条件。如何使“现代化富强 + 社会主义

平等”这一社会目标变成现实，成为毛泽东理论思

考和实践探索的重心。他要寻找一种既能快速发展

生产、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富强，又能防止阶级分化和

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等的发展模式，这一探索最后

落脚到了人民公社上。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公社既

是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又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组

织方式，承载着毛泽东实现中国现代化富强和社会

主义平等的发展目标，是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

等的结合点。
首先，人民公社承载着毛泽东实现中国现代化

的目标要求，凝结着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

入思考。人民公社是由大跃进时期农民自发的“并

大社”发展而来的，因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认可和

赞扬，迅速演变成一场运动。从兴办人民公社的最

初动因看，它并不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而是为了进

行农田水利建设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为了发展

农业生产，这也是毛泽东认可并热情推广人民公社

的原因。毛泽东曾经在谈话中这样讲: 合作社的规

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

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

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

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

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 山下有很多富余劳动力，

可是不能上山劳动; 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

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

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8］( P241)。从这段阐述

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看作是克服生

产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组织方式，这是毛

泽东看好人民公社的首要原因。

从人民公社的设计看，毛泽东强调人民公社不

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而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农
林牧副渔共发展，搞多种经营。合作社在发展农业

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工业和商业，建立农村工厂，成立

社队企业，使农村成为发展地方工业的重要力量，使

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

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从这种设计中我

们看到，毛泽东是要通过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方

式，突破小农经济的局限，综合利用农业劳动力和土

地等生产资料，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开展多种经营，

实现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思考和实践，实际是试图找到

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

展模式。所以，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组织方式，是毛泽

东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村和整个国家的工业

化、现代化目标而建构的发展模式，它凝结着毛泽东

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人民公社又承载着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的

目标要求，是毛泽东理想的社会模式。在毛泽东的

设想中，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规模

大、事业大;“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要

把资产阶级的残余逐步打掉，取消自留地等私产，要

由集体所有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分配上，

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分配趋于平均化，逐

步消除人们在收入、财富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在

生产方面，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社会成

员要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从而能逐步取消社会分

工，消灭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人民公社还设公共食

堂、托儿所、学校、敬老院、卫生院等公共福利事业，

担负着农村人口的医疗、养老、教育、分配、社会管理

等职能，使农民在不进城的情况下，可以过上与城里

人大致一样的生活，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总之，人民

公社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

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 即按劳付酬)

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即各取所需)

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

能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道路”［9］( P599)。不难看出，人

民公社的设计处处体现着消灭私有制、消灭社会分

工、消除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生产关系、财富占有

和社会地位上人人平等的要求，是毛泽东实现社会

主义平等目标的理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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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由毛泽东修改批准的《十五年社会主

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1958—1972 年) 》中写道: “我

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 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

方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促进全国工业化、公
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

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

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

有制，建成社会主义。”［9］( P601) 在毛泽东这里，人民公

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既承担着发展生产力、实
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又承担着向全民所有制

过渡、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联结社会主义与现代

化、平等和富强的结合点，寄托着毛泽东“现代化富

强 + 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追求。
三、毛泽东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求索与毛泽东

晚年的失误

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着人类文明进

步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为人

类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关照和价值导向。“现代化富

强 + 社会主义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既顺应了人类

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又试图规避资本主义现代化过

程中等级分化、贫富差距等负面效应，是对资本主义

现代化的自觉超越。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

曼所说:“中国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

并同时能够避免许多通常认为是现代化必然会带来

的后果，尤其是不平等。”［10］( P3)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

泽东“社会主义平等 + 现代化富强”的目标设定在

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毛泽东试图构建起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

义平等两个目标完美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却在实

践中走入了误区，人民公社没能实现毛泽东“现代

化富强 + 社会主义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反思，人们通常认为毛

泽东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至少没有把发展生

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提高到应有的高

度，而把关注点过多地放在了生产关系的改造上。
笔者以为，毛泽东不是不重视生产力。毛泽东认为，

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中国必须是现代化的、发达

的、富强的，这些都属于生产力的规定性。只是他并

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生产力的发达和经济富强是资

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来的，而应该是社会主义自身

政权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我们不

难发现，毛泽东更多地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生产关

系方面，认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

变以后”，因此把“解决所有制问题”后“再大大发展

生产力”看作是发展的一般规律。毛泽东专注于生

产关系的改造，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容许生产

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在毛泽东这里，

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是

联系在一起的，改造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是统一

的，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统一的。
但是，毛泽东为实现目标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并

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悲

剧，原因是什么呢?

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地蕴藏在经济活

动中，主要受经济活动自身法则的支配。毛泽东重

视生产力，但是他始终把改造生产关系作为发展生

产力最重要的手段，希望通过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

的人为构建，激发劳动者的建设热情，有效调动资源

和人力，从而快速发展生产，这就忽视了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自身的规律。变革生产关系对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固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能

被无条件地放大。在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很

低的情况下，适度的合作可以克服生产困难，发展生

产力; 但合作规模过大，超过生产的现实需求，把大

量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却仍然使用简单工具，从事手

工劳动，耕种有限的土地，就会造成浪费和效率低

下，这正是人民公社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毛

泽东的问题不在于不重视生产力，而是没有找到发

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对此，邓小平有着中肯的评

价:“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

的，例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

发展的规律办事。”［11］( P116)

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作为毛泽东社会发

展目标的两个方面，虽然缺一不可，但在毛泽东那里

却并不是同等重要，而是有所倾斜的。现代化富强

不是绝对目的，社会主义平等才是终极目标，生产力

的发展、经济的富足、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以实现

社会主义平等为旨归。毛泽东批判“唯生产力论”，

不是看不到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

并不能自动通向社会主义平等，所以只有生产力是

不够的; 毛泽东批判“物质激励”“奖金挂帅”，不是

否认这些政策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而是因为

这些政策会导致差距扩大，因而与社会主义平等的

价值目标是不相符的。如果背离了社会主义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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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目标，即便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实现经济上

的富强，在毛泽东看来也是应该摒弃和批判的。毛

泽东晚年许多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思想和实践，大

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解释。

四、几点启示

“现代化富强 + 社会主义平等”的社会发展目

标是美好的，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艰辛的

探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没有找到通向这

一美好目标的现实途径。由于对社会主义平等有明

显的倾向性，“现代化富强 + 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

在实际操作中重心往往偏向保障社会主义平等，为

此甚至不惜牺牲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富

强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而没有生产力的发

展和经济的富足，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就没有必需

的物质基础，最终成了空中楼阁。这一历史的教训

告诉我们，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实现现代化

和国家富强，就没有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因此，

“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12］( P31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吸取历史经验

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促进

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我国走向现代化和国

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但是，在快步实现经济现代化

的同时，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正快速拉开，发展的

不均衡问题凸显。“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通向社会

主义平等”，今天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彰显出

毛泽东这一训诫的现实意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

需的基础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忽视社会主义的价

值本身。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人类来说，现代化和富

强无论如何重要，都不是充足条件，如果没有了社会

主义价值目标的指引，即便能够实现现代化和富强，

人类也不能获得最终的解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平

等设定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其深远意义正在于此。

毛泽东希望中国既是现代化富强的，又是社会

主义平等的，但是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这两

个方面并不是简单统一的，在实践中它们更多地表

现为一个复杂的两难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围绕社

会主义平等而做出的政策选择牺牲了生产效率; 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了生产

力，却在发展中遭遇了差距扩大问题。因此，如何在

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两个目标间保持必要的

张力，实现两个方面的协同发展和良性循环，是我们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中国梦。中国梦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

目标的内涵。习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既要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夯实实现中

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同时，又要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

向稳步前进。新一代领导集体汲取了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得与失的经验教训，既强调发展生产力以夯实

中国梦的现实基础，又致力于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这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在新的实践中努力实现

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的有机结合，推动中国

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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