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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1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

表了重要讲话。 这篇重要讲话全面论述

了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 规律、 依据

和目标等， 这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而且对丰富发

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具有重大价

值，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发展是属于原

创性发展范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是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
的重大成果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

义博大精深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这

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 1875 年马克

思写的 《哥达纲领批判》。 在 《哥达纲

领批判》 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

展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作了最详

细、 最权威的论述。 马克思论述了共产

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联系和区别、 各自

鲜明特征、 从第一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

的条件， 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同

过渡时期的关系等。 列宁完全赞成马克

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论

述， 他在 《国家与革命》 中， 明确把共

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

会， 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称为共产

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社

会实践， 列宁经历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也很短暂， 因此他们没有 （也不能要求

他们） 对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

方大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还要经历怎

样的发展阶段作出回答。 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一切从中国的

实际出发， 在 “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 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 ， 党的十五大指出 ：

“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科学概念， 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

上是第一次”。 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

义发展阶段理论作出的独创性贡献， 当

然， 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1959 年毛泽东在读苏联 《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 时结合中国的实际， 对社

会主义发展阶段作了深入思考 。 他指

出：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又可能分为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

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

义， 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

长的时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共产党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在总结新中国成

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基

础上，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不断

深化 。 1979 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

出： 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幼年时

期”； 1980 年邓小平强调中国实现现代

化是一个需要更长时间的历史过程； 十

一届六中全会作出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

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的判断； 十二

大指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

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党的十三大系统

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它包

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 起止

时限、 国情依据、 鲜明特点、 精神实质

和以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为主要

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等， 生动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上

的与时俱进和重大成果， 十四大、 十五

大、 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拓展和深化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八大后，我们党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提升到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后，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们党已有认

识成果的基础上， 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取

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 把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提升到新的境

界， 作出了原创性发展， 主要体现在这

两个方面。 首先，十九大庄严宣告： “经

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个重大判断是具有充分实践依据和理

论依据的。 实践依据就是在新中国奠定

的基础上，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

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历史性成

就。 理论依据主要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了变化。 这个主要矛盾从原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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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

其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前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 ，比如 ，在经

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中央

政治局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 全国两会审议讨论、江

苏贵州福建广西考察等一系列重要讲

话中，都论述了新发展阶段。 而这篇重

要讲话则是全面阐析了新发展阶段的

丰富内涵。 其要点和亮点如下：第一，新

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

一个阶段”。 第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规律决定

的。第三，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和依据。第

四，新发展阶段要实现的目标。

新发展阶段就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
阶段

关于第一点， 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 需要指出

的是， 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后， 也指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

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从文献考

察看，十八大之前，党的文献都没有明确

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可以划分出新的

发展阶段。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十

五大提出了“新三步”战略，也就是把邓

小平讲的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即 21 世

纪头 50 年中又分出两个小步，即制定了

到 2010 年和到 2020 年我们要实现的目

标，可以看出，这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发展

阶段性目标角度提出来的。 二是十六大

报告有这样的提法：21 世纪头 20 年，对

我国来说， 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

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既是

从把握战略机遇期， 又是从经济社会发

展角度提出来的。十六大还指出：这重要

战略机遇期是实现“第三步战略”必经的

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显然，上述党的文

献这两个提法， 都不是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角度提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

篇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未

来 30 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

新发展阶段”，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的一个突破。

关于第二点。 新发展阶段是由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规律决定的。对此，习

近平总书记作了深刻论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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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

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

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

机活力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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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

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的要求。 ”

新发展阶段必然有一
些代表性标志和特点

关于第三点。 进入新发展阶段不是

凭主观判断， 它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

因此它必然会有一些代表性的标志和特

点 （也就是特征）。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超过 100 万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

过 1 万美元， 城镇化率超过 60％， 中等

收入群体超过 4 亿人等， 这就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标志和特点。 当然， 我们还可

以把这方面的特征加以展开， 比如， 进

入新发展阶段， 我国有 1.3 亿户登记注

册的市场主体、 1.7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

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 还比如，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加快由生存型向发展

型转变 ， 2020 年全国恩格尔系数为

30.2%等。

新发展阶段的特征， 除了有经济社

会发展的标志和特点外， 还体现在面临

的世情和国情上。 当今世情的突出特点

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不稳定不确定的因

素明显增加。 2021 年第 9 期《求是》杂志

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把握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近一段时

间以来 ， 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

‘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 ”

所以， 我国今后发展将长期面对逆风逆

水的外部环境； 当今我国国情的最重要

特点是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重

大变化， 它对我们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唯物史观看，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

段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

基本原理所决定的。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不懈奋斗，

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和

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 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工业国、 第

一大货物贸易国、 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我们拥有了开启新征程， 进入新发展阶

段的雄厚物质基础。 总之， 我国进入新

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结果。

关于第四点。 新发展阶段要实现的

目标， 它包括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远

期目标就是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近期目

标就是指要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九届五中

全会提出来的重大战略。 十八大后， 我

们党用 4 次中央全会提出并制定了 “四

个全面” 发展战略。 十九大以来， 我们

党又提出并制定了两大战略： 乡村振兴

战略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是我国 “三农” 发展的新阶段， 是

“三农” 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应从两个大局上看乡

村振兴战略。 他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看，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

兴。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 稳住

农业基本盘、 守好 “三农” 基础是应变

局、 开新局的 “压舱石”。 而构建新发

展格局， 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

略性布局和先手棋， 是新发展阶段要着

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 我国作为

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

义国家， 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

压力和严峻挑战。 因此， 我们只有立足

自身， 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 搞活做

大实体经济， 努力炼就百毒不侵、 金刚

不坏之身， 这才是治本之策。

新发展阶段重要论述
是原创性理论成果

我们这里讲的原创性发展主要有两

层含义， 一是讲了前人没讲过的新话，

二是进一步展开或回答了前人提出的课

题。 从以上我们对这篇重要讲话中的要

点和亮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新发展阶

段重要论述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作出了原创性发展。

理论上的创新必然会推动实践中的

创新 ， 这是意识形态反作用的明显体

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提出

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 比如， 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

论等， 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对我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好的推

动作用。 我们坚信新发展阶段重要论述

也一定会对我们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

斗目标起指引和推动作用。 虽然在今后

前进的道路上， 我们会遇到各种可以预

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甚至惊涛骇

浪， 但是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克服这些困

难和风险，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定力

和底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

讲话中指出的： 因为 “时与势在我们这

一边”。 在这时与势中就包括我们掌握

了理论创新这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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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深圳渔民村如今已变成加载高科技设备

实现智能化管理的现代化社区。 新华社发
②蓝天白云映衬下的陆家嘴。 资料照片 影像百年 ·改革开放

■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实
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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