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改革开放进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

发展阶段是一个攻坚克难、 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

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各种矛盾越来越集中，改革遇到的难度和复杂度也

越来越大，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不到

位，推动科学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还不健

全，推进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这就需要我们保持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集中力量，凝聚智慧，真正解决

影响和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真

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的发展阶段是一个既不失发展机遇又勇于承担

起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成果和推动全

球化治理向更公平更合理方向变革的阶段。 在新的

国际形势和背景下，我国率先提出“一带一路”和构

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举措，表明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更有能力、更

有信心、 更有责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合理、更

公平方向变革的主动作为，也表明中国有能力主动承

担起对破解世界经济发展难题的所应发挥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遭

遇数千年未遇之强敌。 ［1］中华民族生死一线、不绝如

缕，无数仁人志士舍生求法、为民请命，探求对这一

空前的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回应之道。

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中国社

会主义的探索，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深渊

的命运，才使得中华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820 年中国 GDP 占了

世界的 33%， 而西欧与美国的 GDP 占世界的比重

只有 25.4%，到 1950 年，西欧和美国的比重上升到

百分 53.6%，中国下降到 4.6%。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 以购买

力平价计算，到 2015 年，中国的 GDP 占世界的比重

已 经 达 到 17.2%， 超 过 美 国 （占 世 界 的 比 重 为

15.8%），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在未来的二十年仍然具

有 6.4%-7.4%的增长潜力，以汇率法计算，2025 年左

右中国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2］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探索，是充满

着激流险滩，充满不确定性的伟大长征。 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四个三十年

鄢一龙

作者简介：鄢一龙（1976-），男（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图 1 中国与美国 GDP 占世界比重（1820-2015）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2010， http；//www.ggdc.net/maddison/；2015 年数据来源

于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 -world -
factbook/。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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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高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

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 ” 迈克尔·斯彭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与新挑战［M］. //中国经济 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43.
②对于财富不平等状况没有官方的统计，调查数据表明中国惊人的财富差距。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1 年的调查表明：资产最

多的 10%家庭，拥有 84.6%的总资产，其中金融资产占比为 61%，非金融资产为 88.7%，城乡居民净资产比值达到了 6.6 倍。 该中心最近发布的《2014 中国

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表明我国家庭资产分布仍然极其不均，前 10%的中国家庭，拥有 63.9%的总资产，2013 年全国家庭资产基尼系数为 0.717。 此外，
一份投资银行报告称中国最富有的 1%的人口，拥有全国大约 1/3 的房产。

主义道路探索已经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三个历

史阶段（三个三十年），新世纪的第一、二个十年之交

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改革三个

三十年

第一个三十年的革命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开始站了起来。

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的无产

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

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阶级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

第二个三十年的建设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

基础，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这一时期，中国快速推

进工业化，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 这为后来中国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

础。

同时，第二个三十年的快速工业化是以高积累

率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为前提的，工业化的成就

并未转化为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城镇化严重

滞后于工业化，到 1978 年城镇化率仍然不足 20%；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对缓慢，以 1952 年价格计算，

1978 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只有 143 元， 只比 1952

年提高了 0.8 倍。 ［3］到 1981 年，仍然有 84%的人口，

生活在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第三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十三亿中国人开

始富起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

提高。 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

的增长奇迹。 ① 1979—2008 年的 GDP 年平均增长

率高达 10%，2008 年 GDP 相当于 1978 年的 17 倍。

中国是世界上减贫成就最大的国家，按国际贫困线

每人每日支出不足 1.25 美元计算，1980 年以来，中

国有近 7 亿人口脱贫。

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

化，金字塔顶端的富裕人口占据了全社会的绝大多

数财富。 ②同时，资本的逻辑向政治、文化领域渗透，

出现了各种触目惊心的乱象。

二、两个不能相互否定

1.革命与执政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

中国道路的第一个三十年是革命的历史，第二、

三个三十年是执政的历史，革命的历史与执政的历

史不能相互否定，而是需要相互肯定。 始终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是贯穿不

同阶段而又一脉相承的精神红线。

革故鼎新，破旧立新，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超

越中华传统精义所在。 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来

与初心，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当下与未来。 不忘

初心，继续前行，既要告别革命，又要继续革命，中国

共产党需要对其革命遗产进行扬弃式继承。 以创业

的心态来守业，以革命的精神来执政，中国共产党就

会永葆青春，无往而不胜。

不懂得一棵大树地底下的庞大根系，就不会懂

得它的参天树冠；不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无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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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党的领导、

统一战线等，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战

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就已经形成。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劳动阶级法权。 ［4］这是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固定下来的国体：“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劳动阶级法权是

由革命建立起来的，是通过革命去颠覆一个由地主

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劳

动阶级统治结构， 并转变成劳动阶段占据统治地

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人民民主专政正是要保

卫这一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取得的劳动阶级法权。

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已告成功，执政条件

下革命的任务并未终结，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阶级

法权与资产阶级法权是并存的，是两种力量的持续

拉锯战。 而奥尔森描述的现代社会中不断滋生着分

利集团 （distributional coalition）， 就是需要不断地

“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革命法权的意义不但在

上层建筑中形成制衡资本的力量，更在于在执政条

件下，不断在社会中推进结构重组、利益调整的“革

命”（或曰改革），避免社会不合理的利益结构日趋固

化。

从长的历史阶段来说，执政只是漫长革命的一

个步骤，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历史辩证法唯一承认的

绝对性，就是历史进程的革命性质的绝对性。 人类

历史进程的革命性，决定了我们无法彻底告别革命，

这一直要延续到人类真正的太平世———共产主义

社会的到来。

执政的逻辑不同于革命，它的使命在于建设一

个新的世界，而不是破坏旧的世界。 它是以立为主、

破也是为了立。 新时期的革命不是疾风暴雨、你死

我活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而是久久为功、永远在路

上的改革、建设与发展。

2.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

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前后三十年历史不能人为

割裂，不能相互否定。 没有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事业

的奠基，就没有后三十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展开，没有

后三十年的发展，前三十年的奋斗也失去了意义。

书书书

表 １摇中国若干主要发展指标（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０）

１９５０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０

高速公路总里程（万公里） ０ ０ ７． ４

森林覆盖率（％） ８． ６ １２ ２０． ３６

婴儿死亡率（‰） １９５ ３８（１９８０） １７． ７７（２００８）

人口预期寿命（岁） ３５ ６７． ８（１９８０） ７３． ５

１５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１． ０ ５． ３（１９８０） ９． ０

大学毛入学率（％） ０． ０４ ＜ １． ０ ２６． ５

国际科技论文发表数占世界比重（％） － ０． ２ １０． ９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 ０． ７（１９９０） １． ７５

文盲人口比重（％） ８０（１９４９） ２２． ８（１９８２） ４． ０８

人类发展指数 ０． ２２５ ０． ５３（１９７５） ０． ７９３（２００８）

互联网普及率（％） － － ３４． ３

人均 ＧＤＰ（１９９０，国际美元） ４４８． ０２ ９７８． ０ ６７２４． ８（２００８）

城镇化率（％） １１． ２ １９． ４ ４９． ７

非农业产业增加值比重（％） ４１ ７１． ８１ ８９． ８

贫困人口发生率（国际线）低于 １ 美元？（％） － ７３． ５（１９８１） ７（２００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笔谈）

6· ·



理论与改革 2017.5

前三十年的建设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

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红利：第一是

工业体系红利，1950 年到 1978 年，中国非农产业比

重提高了 30 个百分点， 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

工厂打下了基础。 第二是国防安全红利，中国独立

自主研制“两弹一星”成功，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国防

安全红利。 第三是人力资本红利，这一时期，人口总

量翻了一番，人口预期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67.8 岁，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0 年提高到 5.3

年，这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人力资本红利。 第四是社

会主义制度红利，这一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

本制度，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红利。

同时，没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前三十年

的奋斗成果也可能失去。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

事业的一场伟大新长征，是转危为机、转败为胜的关

键一招，是拥抱其对立面，以实现更高水平肯定的惊

险一跃。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突破了

危机重重的困境，实现了伟大战略转移，赢得了至关

重要的主动权。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那个关卡，中

国有可能就闯不过。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走社会主

义道路以更多的自信，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始在全

球范围内展现其活力， 开始在面向辽远的未来，展

现其勃勃生机。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也为全

球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保留了根据地，指明了前进

方向。

三、新三十年的阶段特征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二个十年之交，全球大势与

国内局势都正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社会

主义运动正走出冷战结束以来的低谷。 与此相应的

是，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中国的社

会主义道路探索进入新的三十年。

当前正发生着深刻影响未来的改天换地式的

三个大事变。 第一个大事变，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正在

断裂。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危机进一步向深度演进，

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坍塌，阶级之间对抗性矛

盾激化，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 全球生产贸易

链条断裂，对外投资与贸易萎缩，出现了逆全球化趋

势。

第二个大事变就是美国之后的又一个全球性

大国———中国正登上历史舞台并对国际事务日益

发挥出重大影响。。 中国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

大经济体，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 年已经超过美

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国际格局正发生着“一

超多强”到“两极多强、两极相联”的结构性变化，现

有的全球秩序正发生着深刻转型。

第三个大事变就是人类正向智能互联的新时

代迈进。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技术将深

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

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在推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使得其私人占有与社

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

度，并使得共产主义理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

能性。

与这三个改天换地的大事变相应的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国家战略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转

折，国内经济发展形态深刻变革，适应并引领经济新

常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驱动力向创新转移；政治

生态深刻变革，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以空前的力度和

决心铲除自身肌体上的腐败毒瘤；全球战略深刻变

革，从不出头、不当头的跟随策略，转变为充分发挥

领导力的超越策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随

着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战略变革举措的推出，中国已

经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这不但将改写中国

发展的历史轨迹， 也将深刻影响人类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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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如同习

近平同志指出的：“5 年来， 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

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

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

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 ”

新的三十年是中国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

转变的阶段，2020 年，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时，我

国将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到 2030 年，中国进入极高

发展水平国家行列，城镇化率达到 70%以上，人口

预期寿命与人均受教育年限都与美国大体相当。 ［5］

由于互联网、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

化程度将极大提高。

个人认为，新的三十年的主要矛盾是：相对过剩

的生产力与有效需求不足，人民需求水平提高与有

效供给不足。 新三十年，由于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增

长有效需求不足，还会给人们提出很多亟待解决的

重大课题。 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生态危

机严峻、精神文明建设滞后、全球不确定性因素上升

等多重困难。 这一系列问题和困难，本质上是高度

社会化的生产力与不健全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矛盾并存：仍不发达的生产力

与制度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和高度

社会化的生产力与以私人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生产

关系之间的矛盾。

四、新三十年战略：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新长征，也是

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奠基、展开的三个三十年。 我们

已经置身于新的三十年长征，将延伸到本世纪中叶。

新的三十年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新阶段。 新的三十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将更加协调，中国

将形成成套的、相互支撑的、比较定型化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体系和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中国梦、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发展理

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 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进入全面建设时期的理论创新，也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与人类历

史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

社会主义进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新阶段。 包括全面推进五个总体布局、四个战略布

局、四个层面与两个大局的社会主义建设。

经济建设是中心，同时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既是重点论、矛盾论，又是全面

论、系统论。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推进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相协调，不断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

五个方面的建设相配套。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以汇率法计算

将赶上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世界高收

入经济体。 中国将构建“共有、共建、共享”的新型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 将推进新型人民民主政治建设，

构建“民主与集中”、“自由与法治”的人民民主政治

体制。将推进“自由、自主、互联”的人民社会体制，初

步实现共同富裕。 将推进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的、

中国气派的文化建设，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将

构建绿色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体制，建成生态文明

型社会。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依法治国、深化改革、推动

发展的四个战略布局建设。 中国如同一艘驶向现代

化彼岸的巨轮，中国共产党是领航者，党制定的方针

路线就是航海图，改革与开放是推动器，法治是规范

与准则，发展就是不断地破浪前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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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是关键，全面加强改善党的建设，深入

贯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

主体性的建设。 以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对外开放为

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

面推动双向开放，继续引进来同时更积极地走出去。

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保障，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

略，实现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的最大主题，同时发展是科学

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

文化四个层面建设。 “四个自信”是从经济基础到上

层建筑的成套设备，“四个自信” 的前提是 “四个自

觉”，知道从哪里来，知道“我是谁”，知道什么最适

合，知道该往哪里去。不断提高自觉，坚定自信，促进

形成成套的、自主的道路模式、制度架构、理论体系

与文化体系，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更为适应，上层

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协调。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无数人用实践走出来

的一条人间正道，而且也会是一条越走越宽的光明

大道。 世界上没有普遍适用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

制度，中国既定制度是中国现时成功的根源，而治理

现代化则是中国既定制度进一步的自我完善。 中国

理论就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体，以中、西、马为

用的中国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道

路与中国制度的理论结晶，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

思想武器。 中国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是五千

多年一脉相承、历久弥新的文明体，必将迎来它的伟

大复兴，同时也为今天的事业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

全面推进国内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

大局建设。诚如老子所言：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与世界已经分不了彼此，必须联

动起来看，要面对两张地图来谋划两张蓝图，统筹两

个大局，办好两件大事。

中国已非中国之中国，而是天下之中国，中国已

非狭义之中国，而是广义之中国。 中国不但要继续

推进国内建设，也要与其他国家携手推进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 新型的全球领导者将是中国无从逃脱

的宿命，主动引领人类命运共同构建与全球新秩序

构建，让全世界分享中国机遇，为世界人民开辟更光

明的未来。

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将实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实现两个标志性的战略目标：第一，在国内实现共同

富裕；第二，在全球成为新型的超级大国。 这意味对

现有所有可以借鉴的国家样本的根本性超越，也只

有这一根本战略目标的实现，才真正意味着中国共

产党人顺利渡过了赶考阶段，同时，必将推动全球社

会主义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如同习近平同志指

出的“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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