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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上下半场与五个阶段

胡鞍钢

摘 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仍将在中国长期存在。本阶段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

场” ( 即 20 世纪后半叶) 又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绝对贫困阶段，在极贫水平下打基础的阶段，

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温饱阶段，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

民的温饱问题; 第三阶段是小康水平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下半场”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四阶段是前二十年小康社会阶段，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

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 第五阶段是后三十年共同富裕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目标。通过首次从十一个方面详细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与转型特征，再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主要矛盾，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理论”随着“中国实践”“中国创新”由虚变实、由粗变细、
由浅变深，更具前瞻性、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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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全面分析把握当今世情、国情、党情，认真总结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和理论，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角度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

长远战略部署。为此，需要提出并回答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重大性和战略性问

题，进行有深度、有分量、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和重要建议。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 “五位

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伟大复兴。①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 这 “三个总”的概括，

高屋建瓴，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深刻领会和把握这个新概括，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真谛和要义。②

为此，作者就历次党代会报告 ( 1987—2012 年) 所涉及到的当代中国最大国情，即我国仍处于

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研究分析。
这就需要提出几个基本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国情? 怎样理解中国最大的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否可以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可否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具体发展阶

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怎样发展，又是怎样转型的? 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如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一、认识国情就是认识中国社会性质

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问题，也是制定和执行正

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什么是国情? 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相对稳定的总体客观情况，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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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作用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它们常常决定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基本特点和

大体轮廓。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有不同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同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现代化发展结果。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优势因素与劣势因素、发达因

素与不发达因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现

代化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过程，是这些因素此消彼长，又是相互转化，从而形成社会合

力，决定并影响了该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国情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两个: 一是全面准确认识中国国情; 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所谓认识中国国情就是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发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除了

经济因素之外，尤其是政治因素 ( 中国共产党领导) 、制度因素 ( 社会主义制度) 、文化因素 ( 中华

文化) 等独特的现代化因素; 所谓建设中国，就是促进发动因素或有利因素迅速成长和积累，减少

限制因素或不利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转化为发动因素或有利因素 ( 如将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

源财富) 。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任务、发展政策等。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全面认识国情，正确分析国情，科学地作出我国还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 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①

三十多年后，我们如何加深对当代中国最大国情认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 “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

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
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②

如何认识这一最大国情? 认识国情既包括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基本

情况和特点，也包括国家的社会性质。这包括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相比，中国仍具有发展经济学中

所概括的欠发达经济社会的共同特征。与他们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中国社会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国

现代化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发展道路属于社会主义道路。与他们相比，“社会主义”是中国最

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道路优势。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③

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是指中国的社会性质，那么它的初级阶段则

是指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始点和必经发展阶段。作者将新中国之初的初始条件概括如下: 中

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大大滞后于西方国家，发展起点低下，社会结构与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力资本

严重不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等。不过，中国也具有发动和推进现代化的诸多潜在优

势: 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为在极低收入下发动工业化创造了政治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及其中

央政府具有发动和推进现代化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极强的国家能力，即制定并

实现一套明确的连续的工业化、现代化目标、战略和路线图。④

三是如何在初级阶段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一总依据，是由社会主义

社会的性质与初级阶段的特征所构成，这是中国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它既解决了中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即按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办事，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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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 年 9 月 12 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
2015 年 1 月 24 日电。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新华社北京 2017 年 1 月 10 日电。
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 《中国政治经济史论 ( 1949—1976) 》第三章“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北

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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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中国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加速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即按共产党执政规律、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办事，还要解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能解决的贫

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又是全体中

国人民最大的共同利益，也是所追求的最重要目标。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克服两种极端错误倾向: 一种倾向以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社

会就如同进了天堂，自己什么都好，诚如毛泽东所批评的，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

的。① 这是忘记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欠发达阶段，急于求成，盲目求纯，脱离国情，

超越国力，势必走上教条僵化的老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另一种倾向

以为中国处在初级阶段，就远不如西方国家，自己什么都不行，盲目迷信西方制度，全盘照搬西方模

式。这是忘记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同样也是脱离中国国情，势必走上资本主义邪路，

必然是历史的大倒退，苏联共产党垮台、苏联解体、俄罗斯转向资本主义就是最好的 “前车之鉴”。②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下两个半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至少有 100 年左右的时间。从党的十三大报告

提出这一重大判断之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会重申这一判断，并对新的发展阶段予以新的表述。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研究久经不衰，仅 2003 年以来，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主题的期刊文献高达 1111 篇。方松华、陈祥勤 ( 2014)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研究做了评述和总结，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基本内涵、时

代背景、历史意义;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视角把握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 三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文明等问题。直接涉

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发展阶段研究并不多，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四阶段论，即改革开放

前的贫穷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富裕阶段; 二是三阶段论，即新中国建立到改革

开放前的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后到 2020 年新的体制逐步成型 ( 基本建成小康社会) 的改革阶段，

2020 年之后到 21 世纪中叶新确立的体制成熟、稳定 ( 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阶段。③ 但是现有的研究

没有利用定量的方法进行专业化与国际比较分析和判断，没有给出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各阶段之间的

关联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长达 100 年左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又进一步提出

了“五阶段说”，即在上半场划分为三个具体发展阶段，在下半场又划分为两个阶段; 从十一个方面

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与转型特征，进而揭示了它们是如何从量变到部分质变，进而质

变的过程。
那么，如何动态地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发展特征? 这需要多个

视角观察和分析: 一是历史视角，要晓得中国发展道路是从哪里起步，初始条件是什么，走到了哪

里，未来又走向何方? 二是辩证视角，要晓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 ( 显示

其发展的阶段性) 、再量变到质变、相互关联、不断升级的演变过程; 三是发展变化视角，要晓得影

响中国发展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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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情都有两面: 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
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的人，也有坏的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是因为
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
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毛泽东: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 1956 年 6 月 28 日)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9 － 70 页。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 ( 2011 年国际美元价格) 计算，1990 年，俄罗斯 GDP 为
3. 061 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 GDP ( 1. 733 万亿美元) 的 1. 77 倍，到 1998 年，俄罗斯的 GDP 已降至 1. 760 万亿美元，
比 1990 年下降了 42. 5%，远超过美国大萧条时期 ( 1929—1934 年) 下降幅度 ( 为 28. 5 个百分点) 。

方松华、陈祥勤: 《2003 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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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长、相互转化; 四是国际视角，要晓得中国在世界中的不同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变化，知己知

彼。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机制，紧紧抓住世界

经济科技发展大趋势、大机遇，认识遵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规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顺势而为，乘势而进。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直到 21 世纪中叶的百年的长期历史

过程，是从“一穷二白”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百年长征”。这一百年过程大致可以分为

“两个半场”: 一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上半场”; 二是 21 世纪上半叶的“下半场”。
那么，如何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百年历史时期划分为不同的具体发展阶段? 有哪些划分的依

据? 为此，作者基于三个方面的综合考虑: 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过程，特别是那些具有标志

性的、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二是根据不同时期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特别

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步走”战略，党中央提出的 “新三步走”战略等; 三是采用国

际通用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综合衡量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水平、发展特征。为此，作者在 “上

下两个半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五个具体发展阶段 ( 见表 1) ，它们之间

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再质变的连续

性、阶段性历史过程。

表 1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标 ( 1949—203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上半场 下半场

发展阶段 绝对贫困阶段 温饱阶段 小康水平阶段 全面小康社会阶段 共同富裕阶段

时期 1949—1978 年 1978—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20 年 2021—2030 年

人 均 GDP ( PPP，2011
年国际美元)

172 － 637 637 － 1516 1516 － 3678 3678 － 18500 ＞ 30000

人均预期寿命 ( 岁) 41 － 65. 5 65. 5 － 68. 6 68. 6 － 71. 4 71. 4 － 77. 3 77. 3 － 79

文盲率 ( % ) 80 － 25. 2 25. 2 － 15. 9 15. 9 － 6. 7 6. 7 － 3. 0 ＜ 1. 0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 ( 年)

1 － 5. 3 5. 3 － 6. 4 6. 4 － 7. 9 7. 9 － 10. 8 10. 8 － 12

人类发展指数 ( HDI) 0. 145 － 0. 423 0. 423 － 0. 501 0. 501 － 0. 588 0. 588 － 0. 78 0. 78 － 0. 90

农 村 居 民 恩 格 尔 系
数 ( % )

＞ 70 67. 7 － 58. 8 58. 8 － 49. 1 49. 1 － 27 27 － 22

城 镇 居 民 恩 格 尔 系
数 ( % )

＞ 60 57. 5 － 54. 2 54. 2 － 39. 4 39. 4 － 25 25 － 20

农村贫困人口 ( 亿人) 7. 7 ( 1978) 7. 7 － 6. 58 6. 58 － 4. 62 4. 62 － 0. 0

农村贫困发生率 ( % ) 97. 5 ( 1978) 97. 5 － 73. 5 73. 5 － 49. 8 49. 8 － 0. 0

基尼系数
0. 558 － 0. 279
( 1953—1970)

0. 291 － 0. 324 0. 324 － 0. 392 0. 392 － 0. 462
( 1999—2015)

继续下降

说明: 人均 GDP ( PPP，2011 年美元)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人均预期寿命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摘要 ( 2016) 》，第 18 页;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系作者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人类

发展指数 ( HDI) 数据来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 年人类发展报告》，表 2;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来源: 国家统

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 ( 2015) 》，第 59 页; 农村贫困人口及发生率数据系现行国家农村贫困线 ( 每人每年 2300 元)

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 ( 2016) 》，第 70 页; 2020—2030 年数据系作者估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半场”，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绝对贫困阶段 ( 1978 年之前)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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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贫水平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包括政治建设与制度建设，经济建设与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社

会建设与城市建设等，实现了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为之后

的经济起飞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资本、制度资本基础; 二是温饱阶段

( 1979—1990 年)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开始经济起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到 1990 年实现国民

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三是小康水平阶段 ( 1991—2000 年) ，到 20 世纪

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二十年 ( 指 2001—2020 年) 的持续

高增长 ( 小康社会阶段) ，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 二是后三十年 ( 指 2021—
2050 年) 的持续稳定增长 ( 共同富裕阶段) ，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目标。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发展与大转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两维坐标，构成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路径。横坐标视为发展维，

纵坐标视为转型维。决定前者的是速度，决定后者的是方向。速度快但方向不对，就会一错百错; 方

向对即使速度慢一点，也无碍大局。因此方向是关键，目标是关键。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的目标，

就能事半功倍。反之，就会事倍功半。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首次系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战略和基本政

策，① 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与转型的特征。②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重申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阶段发展与转型特征。③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已成功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下半场”的“第一阶段”，即 “全

面小康社会阶段”，并朝着“第二阶段”，即“共同富裕阶段”进发。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在人均收

入、发展水平、生活水平、社会结构、产业结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实现了

大发展和大转型。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不断走向中等发达阶段的过程，突出表现

在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按购买力平价 ( PPP) 计算的人均 GDP ( 2011 年国际美元) 指标，在

1990 年之前属于极低收入水平，位居世界后列，是最突出的不发达标志; 1990 年进入低收入水平;

2000 年进入下中等收入水平; 2010 年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 2020 年之后将进入高收入水平，位居世

界前列的三分之一，这是进入“共同富裕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突出表现在人

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按人类发展指标 ( HDI) ，我国经历了极低人类发展水平阶段 ( 1978 年之前，

9

①
②

③

龚育之: 《十三大报告要好好写出一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学习时报》，2005 年 12 月 5 日，第 3 版。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总体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 是由农业人

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 是由自然经济、半自
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 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
治、文化体制的阶段; 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赵紫阳: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 年 10 月 25 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 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 是由
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 是由贫困人口占很
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 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
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 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
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 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
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 是逐步缩小同世界
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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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 指数小于 0. 400) ，到 1990 年达到低人类发展水平 ( HDI 指数大于 0. 400) ，到 2000 年达到中人

类发展水平 ( HDI 指数大于 0. 55) ，到 2011 年达到高人类发展水平 ( HDI 指数大于 0. 700) ，2014 年

中国 HDI 指数达到 0. 727，在 188 个国家中排位第 90 位。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极高人

类发展水平 ( HDI 大于 0. 800) 。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步下降，最终消除贫困人口的发展过

程，突出表现为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按现行农村贫困线，1978 年我国农村有 7. 7 亿

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 97. 5%，到 2015 年贫困人口下降至 5575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5. 7%。到 2020 年，最后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意味

着中国用了 40 多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国家转变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小康社会

的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贫困到温饱，从小康到全体富裕、进而

到更加富裕的发展过程，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按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指食品支

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 指标，先后经历了从绝对贫困类型 ( 1983 年之前，恩格尔系数大于 60% ) 、
温饱类型 ( 恩格尔系数大于 50% ) 、小康类型 ( 恩格尔系数大于 40% ) ，再到富裕类型 ( 恩格尔系数

小于 40% ) ，2015 年这一系数已下降至 33%，到 2020 年将进入更富裕类型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低

于 30% )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第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传统农业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建

国初期，现代经济仅占国民经济的 10%，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

国、工业制品出口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了 1 /2，正在向后工业化时代

过渡。未来通过新型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

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第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

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过程。目前，我国已实现了从农业为最大

就业部门 ( 1978 年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 70. 5% ) 到服务业就业成为最大就业部门 ( 2015 年

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超过 40% ) 的跨越。未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比仍将持续上升。
第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

过程。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目前已形成了 “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三大支撑带与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东北四大经济板块相融合的

“东西跨越、南北贯通”大格局，这将有利于推动地区一体化、全国一体化，进而推动 “一带一路”
的区域一体化、国际一体化。

第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比

较发达的历史过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从 1949 年的 1. 0 年上升至 2015 年的

10. 2 年，相当于 1949 年的 10. 2 倍，体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这一

要义。
第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过程。从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

体制机制改革、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从国家现代化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生产关

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扩大到逐步转变为缩小，进而人与自然和谐

的长期过程。我国人与自然的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十三五”时期，中国将进入生态

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阶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

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基本形成。这意味着中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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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绿色发展时代、生态盈余时代。
第十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这里，我们以美国作为中国现代化赶超的对象，因为美国是最发达的又是最

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 1950—2015 年期间 GDP ( 反映经济实力) 指标 ( 分别以购买力平价、
1990 年国际美元、2011 年国际美元三种方法计算) 、出口额 ( 反映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发电量 ( 反

映现代化因素) 、发明专利申请数 ( 反映技术创新能力) 四个指标的赶超系数 ( 美国为 100) ( 见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 1950 年的全面落伍、巨大鸿沟，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全面追赶、快速追赶，

进入“下半场”之后，在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现代化、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全面赶超。这直接反

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即现代化速度和规模大大超过先行的美国，未来时期将实现人均指标

的赶超。

表 2 中国主要指标相对美国赶超系数 ( 1950—2015)

单位: 美国 = 100

年份
GDP ( PPP，1990
年国际美元) a

GDP ( PPP，2011
国际美元) b

GDP ( 汇率法，
现价美元) c

出口额 ( 现价
美元) f 发电量 d 发明专利申请数 e

1950 16. 8 14. 7 1. 2

1960 21. 6 10. 89 9. 2 ( 1961) 6. 8

1970 20. 7 8. 505 5. 3 6. 7

1980 24. 6 6. 625 8. 0 12. 1

1990 36. 6 16. 0 6. 003 15. 8 19. 5 5. 9

2000 41. 0 35. 8 11. 72 31. 9 34. 0 17. 5

2010 104. 1 82. 6 40. 36 123. 4 97. 2 79. 8

2015 149. 6 108. 8 60. 55 151. 2 134. 6 186. 7

计算数据来源:

a． 1950—2008 年数据来自: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 － 2008 AD; 2010 年和

2015 年数据系作者根据上述数据推算;

b． 1990—2015 年 数 据 来 自: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 http:∥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NY. GDP. MKTP. PP. KD?

locations = CN － US
c． 1960—2015 年 数 据 来 自: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 http:∥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NY. GDP. MKTP. CD? end =

2015＆locations = CN － US＆start = 1960
d． 数据来源: 发电量数据 1985 年之前来自《新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之后来自: BP 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6.
e． 数据来源: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WIPO) 数据库，2016。
f． 商品出口额数据: 1950 年系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北京: 改革出版社，1997

年，第 162 － 163 页; 1960—2015 年数据为货物出口额，系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四、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再认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存在着发达因素与不发达因素、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有利因素与不

利因素等同时并存，长期存在，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相互转化，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制约了这一历史进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时期，总的趋势是欠发达因素和范围在不断缩小，发达因素和范围在不

断扩大; 去欠发达化与发达化过程同时发生: 一方面，去欠发达化过程所出现的欠发达不断减少，进

而不断脱离欠发达特征; 另一方面，发达化过程所出现的发达因素迅速地扩大，明显地增加发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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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这就是在中国大地所发生的现代化过程，也显示了这一过程的差异性、不平衡性、长期性。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今非昔比，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如何认识这一阶段的主要

矛盾?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事求是地看，这一主要矛盾的性质与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需要从以下视角再认识。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

平，同样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互动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带动

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也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后者的提高又带动前者的提

高，因此这对矛盾始终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特征。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社会生产力从绝对落后状态转变为相对落后状态，即我国生产力相对过去十

分落后的水平得到空前的发展，但是相对发达国家仍然比较落后，尤其是劳动生产率水平、创新能力

和质量等仍然有很大的追赶空间，人均收入、人民生活水平等仍然有很大差距，农业就业比重、农村

人口比重等仍然很高。
从物质与非物质生产力比较看，我国物质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基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需求，但各类服务 ( 包括私人服务和公共服务) 生产力及供给能力仍然不能满足近 14 亿人民日益增

长的巨大数量和质量需求，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从不同的生产力角度看，工业生产力出现了供大于求，但科技生产力还不能满足社会与产业的巨

大需求，文化生产力还不能满足人民大众化、个性化的需求，教育生产力还不能满足在校生教育质量

的需求，国防生产力还不能保证满足国家安全的硬需求，生态生产力还是最大的短板。
总的来说，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生态基础薄弱，长期面临发展的硬约束条件，如能源供

给约束、主要其他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温室气体排放约束将长期存在，地区发展差距开始

缩小但仍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仍较大，到 2020 年基本消除现行贫困线贫困人口，仍有

较大规模的低保人群。
即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下半场，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仍任重而道远，仍然是一场伟

大长征。稍有不慎，半途而废，就会前功尽弃。为此，我们绝不能盲目自满，骄傲自大，要保持清醒

的头脑，自觉的认识，“而今迈步从头越”。

五、总结: 社会主义实践与认识没有终点

认识中国国情，特别是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认识、再

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反复循环的过程。对此，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

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

提高。①

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首次将长达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 “上下两个半场”。二是首次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五阶段说”，采用国际通行发展指标，实证考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

水平、发展特征，更加清晰地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径。三是首次从十一个方面考察和定量

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与转型特征，更加清晰地回答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哪里出

发，向哪里转型，转到哪里，未来又可能转向何方，进而揭示了它们是如何从量变到部分质变，进而

质变的过程。四是首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再认识，拓展了社会生产力的内容，如物质生产

力与非物质生产力，工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教育生产力、国防生产力以及生态生产力等。使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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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紫阳: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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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理论”随着“中国实践” “中国创新”，由虚变实，由粗变细、由浅变深，

更具前瞻性、指导性。
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上半场”的三十年后，1987 年党中央才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判断和理论。同样地，也只有经历了其 “下半场”第一个阶段之后，我们才可能从历史视角，

特别是从国际视角，对整个初级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有了更多的、更新的认识，才能发

展和完善这一“中国理论”，这也符合“实践出真知”的理论逻辑。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实

践的不断推进，我们还需要长期跟踪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才能够不断发现新的现象，不断揭示事

物的本质。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wo Halves Consisting of Five Periods

Hu Angang

Abstract: Our national situation for a long time will be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consisting of two
part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The first part (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cludes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covers the first 30 years of Socialist China，marked by absolute poverty; the
second covers the early year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with GNP doubling that in 1980，and the basic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 resolved; the third period lasts until 2000，and can be called the period of
moderate prosperity，with another double of GNP．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rimary stage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another two periods: the first twenty years of moderate prosperity when industrialization is basically
realized，and the next thirty years of common prosperity，realizing the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y
expound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social stage，and helps to specify the Chinese theory through
practice and make it more applicable．

Key words: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two parts，five periods of development

( 责任编辑: 曹玉华)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