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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26 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

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

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这一全新的重大政治论断，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一、毛泽东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条件

从世界现代化史来看，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一般需要科学的现代化理论、主权完整

的现代国家、领导有效的现代政党、长期安定的社会环境等根本条件。当今世界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极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很多国家缺乏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龚   云

［内容提要］  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缔造了无产阶

级的革命政党，将一盘散沙的民众有效组织动员起来，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

立和主权完整，创造了长期和平稳定的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中国要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他带领人民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善了农村生活状况，提高了人民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提

升了国际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

在 30 年间取得了过去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关键词］  毛泽东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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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1933 年 7 月《申报月刊》发起的中国现代化讨论中就曾论及：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

障碍是什么；二是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还是个人主义的，是由国外投

资促成还是靠国民资本建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缺乏实现现代化

的条件。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能推进现代化，就在于“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

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

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①。“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

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

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

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

富强的起点。”② 在近代中国，不革命，中国便无法进行现代化。孙中山在 1912 年民国刚成立

时就指出：“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

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国人管理的海关，

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③ 民族独立与近代化这两个问题能不能同时解决呢？在

近代中国，只有先走革命的道路，取得民族独立，才能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著名中国近代

史专家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

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

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

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实现两个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④ 

因此，走革命道路，是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先通过革命

创造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

中国的垄断资本）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

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⑤。毛泽东通过领导中

国人民成功进行革命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根本条件。

提供了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导。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社会主义

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

近代以来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化理论，但实际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

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使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8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80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24 页。

④　 《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7—8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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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政策和举措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从而逐步进入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自由王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用

性，只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① 。从

中国现代化来看，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回答了中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初步回

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始终是中

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1981 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克诚就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感到她对

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丢掉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

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不能不看到这个危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锻炼出我们党自己的风格。今天，我

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比如，要纠正

党内不正之风，就要靠毛主席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

及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优良传统作风。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执政，当了‘官’，就丢掉这个宝贵的

传统，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看一些乌七八糟的电影，这不是生活小事。这样的歪风邪气不制

止，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腐败下去！”②

建立了领导现代化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必须由一个先进政党来领导。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

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在中国搞现代化，离开中国共产党就无法进行。中

国共产党是一个以现代化为旨归的现代政党。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

想，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团结奋斗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

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缔造了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③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

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

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于 1957 年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

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⑤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党，

①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

②　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人民日报》1981 年 10 月 11 日。

③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51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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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

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是“政治现代化

最关键的方面”①。中国共产党让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课题，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

行了持续的艰苦的奋斗。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权力推进中国现代化，极大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

程。美国学者罗兹曼在评价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成就时评价说：“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人可算是旗开得胜。”② 毛泽东锻造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

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坚持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原则，又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

形成了推进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

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吸引全体人民投入，形成推进现代化的无尽力量源泉。对中国这样

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缺少现代化起始资金，一个重要办法用人力资本来弥补。毛泽东

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为推进现代化提供了庞大的人力资本。“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建立了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③，让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推动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实

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毛泽东领导中

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 28 年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的统治，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缔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

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改变了中华民族被动挨打、饱受欺凌的处境，让中国人民彻底摆脱

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实现了自信、自

立、自强，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使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

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信心百倍书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伟大历史。1956 年 8 月、9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目前我们

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

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

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④ 亨廷顿这样评价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随着城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第 32 页。

②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1995 年，第 641 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144、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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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启蒙到乡下，“农民不仅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认识到能够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苦

境。没有什么比这种意识更具有革命性了”①。毛泽东改变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亿万

中国人组织起来，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通过群众运动把中国人民组织到现代化

建设中去。1952 年，全国 80% 以上职工参加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绝大多数地区提前、超额

完成了原定的捐献计划，截至 1952 年 5 月底，全国各界共捐献人民币 5565 亿元，相当于 3710

架飞机的价款 ②。

创造了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一个国家如果长期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无法进行现代化

建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独立以后由于政局动荡，导致无法进行现代化建设。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长期陷入战争状态，现代化根本无从谈

起。“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③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

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成为忠于党、忠于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

力量，成为完全彻底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子弟兵，是保证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国防巩固的坚

强柱石。”④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人民军队的坚强保卫下，中国结束了长期混乱状态，迎来了

安定的和平环境，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

毛泽东当年曾预见，有了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

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⑤。正是毛泽东创造的根本条件，使中国共产

党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使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

进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两大奇迹。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充分

证明了，正是在毛泽东创造的根本条件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真正站了

起来，才真正走向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逐步变成现实。1971 年，智利驻联合国代表

在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这样说道：“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

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活力的自由人

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

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

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⑥ 50 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正阔步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第 272 页。 
②　参见董志凯：《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③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

④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3 页。

⑥　转引自丁晨编：《亲历中国共产党的 9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4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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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制度

制度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先进的社会制度，是推动现代化的深层动力。从世界现代化史

来看，人类迄今为止，有两条现代化道路：一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

路。近代中国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

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

中国的面貌。”①

毛泽东早在革命时期就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

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新

中国成立以后，他反复强调：“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

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

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

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③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创建了先

进的社会主义制度。”④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⑤，“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

中国”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

多”⑦。“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⑧ 195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

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

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

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⑨ 只有社

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的道路”⑩，“只

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2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7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14 页。

④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

⑤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67 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14 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2 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77 页。  
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23 页。

⑩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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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①。“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② 只有社

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就像毛泽东指出的：“现在我们实行这么

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

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③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创造自己的文明”④，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⑤，建设

“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⑥。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决定中国走和平发展的

现代化。毛泽东把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动的现代血腥战争称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⑦，

他指出中国追求的和平不是一国的、一时的而且是世界的、永久的 ⑧。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上的开幕词中他表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

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

由。”⑨ 他还指出：“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

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⑩“我们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

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⑪“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即使他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

它同另外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⑫“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

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⑫ 因此，毛泽东提出：“关

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⑭

毛泽东反对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他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

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

空。”⑮

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

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

①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832 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341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95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44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63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63 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74 页。

⑧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76 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44 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23 页。

⑪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1 页。

⑫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78 页。

⑫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11 页。

⑭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24 页。

⑮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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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科技、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具体制度。这些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建立的植根中华大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愿望的社

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不仅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当

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①

毛泽东曾豪迈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

路。”②“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

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③

三、毛泽东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

觉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习近平

指出：“如果没有 1949 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

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⑤ 美国学者莫里斯 ·迈斯纳认

为：“50 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

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⑥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奠基性成就，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主要有以下方面。

理论上进行了准备。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

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理论著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

干重要原则，如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如何防止党变

质的命题，等等。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准备。毛泽东自己就

说过，前几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 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

国的路线”⑦。

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长。从 1952 年到 1976 年底，国内生产总值由 679 亿元增长

①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26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69 页。

⑤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 年第 7 期。

⑥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第 540 页。

⑦　 《建国以来中央文献选编》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3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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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943.7 亿元，增长 3.3 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119 元增长到 316 元，增长了 1.7 倍 ①。这样

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重大成就

是为推进中国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的发展为轻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也为我国

外贸出口赚取了大量外汇，从1950年到1977年农副产品及其加工贸易出口额合计1337.9亿元，

占同期全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1901.2亿元的70.4%②；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资本积累，为

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条件，“1953—1978 年计划经济时期的 25 年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总

额估计在 6000亿—8000亿元”③，而 1978年时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 9000多亿元。这些为

后来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迅速推进，从 1952 年

到 1976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近 12 倍。“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工业总产值指数依

然增长了 1.3 倍 ④。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

国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实现了中国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以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

质基础。

奠定了农村现代化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虽然走过

弯路，但为中国实现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制不仅保证了中国工业化的

资金积累，而且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保证了土地供给，也为亿万农民进城打工提供了

最坚实的社会保障。 美国人类学教授黄树民认为：“中国农村公社虽存在诸多缺陷，但也带来

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使得现今的市场改革可行。首先农村义务教育的推广，为农民灌输了

普通性的现代观念，如中国公民、无产阶级、共产党员等，并以此逐渐取代传统农民世界中

狭窄的家庭、地域、语言和宗教界限。新建构的公民身份允许在农村无产阶级打造新人，他们

不受地理界限的束缚。后改革时代激增的民工数量证明了这一点。”“农村合作社使得当今市场

改革可行，是因为它带来了另一意味深长的影响，即在农村地区实行了广泛的技术革新。大跃

进时期（1958—1961 年）打着科学的口号造成了生产混乱，然而随后的十几年里，人们一直孜

孜不倦地追求科学耕作，带来了实际利益。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农学家和兽医，并广泛地扎根农

村。他们能诊治染病的植物和动物，为左邻右舍提供预防治疗建议，鼓励产品的更新换代，从

而改变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模式。”“最后，中国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也使得后农民时代社

会秩序可行。”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后，美国《新闻周刊》以《最后一位巨人》评价

毛泽东：“他的农民革命使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大得到改善。饥馑消灭了，健康水平得到大大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第 37 页。

②　参见农业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基本情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 年，第 45 页。

③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年，第 193 页。

④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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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千百万人获得了文化。”①

人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显著提高。从 1949 年到 1976 年，各类在校学生显著增加，小学

生从 2439 万人发展到 1.5 亿人，中学生从 103.9 万人发展到 5836.5 万人，大学生从 11.7 万人发

展到 67.4 万人。从 1952 年到 1976 年，卫生机构从 3540 所增长到 63184 所，增长了近 17 倍 ②。

人均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增长到 1975 年的 68.8 岁。 

奠定了科技大国的基础。毛泽东时期建立了科研举国体制，在一些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

得了一批重要成果。1964 年 10 月 16 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72 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

功提取青蒿素。1973 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培育籼型杂交水稻，等等。邓小平指出：“如果

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

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的标志。”③

提高了国际地位，夯实了大国基础。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合法席位。1972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后来回忆说：“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

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④ 众多国家与中国建交。1955 年底，与中国建交国家只有 23

个，1976 年达 111 个。邓小平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

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

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⑤“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

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⑥

新中国现代化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奠基者。邓小平

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 30 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

得过的进步”。⑦“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

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

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焦长权）

①　新华通讯社编译：《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432 页。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第 107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79 页。

④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裘克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248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99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72 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67 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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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en Jin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was Mao 
Zedong who laid the preliminaril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Mao had emphasized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elaborated on the basic and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society, 
differentiated different stage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stressed on the significa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ll of this paved the way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dur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o also left plenty of wisdom for us concerning the coordination of overall relationship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ntradictions, the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the 
encouragement of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rogres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Investigating “Two Integration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Mao Zedong’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Xue Guangzhou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besides having an accurate grasp of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it also demands having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contents and approaches for integration,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nables Marxism to take root in China and to further promot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o Zedong: The Great Founder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Gong Yun

To save China from the state of impoverishment and enfeeblement, Mao Zedong,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create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of the proletariat which successfully mobilized 
the loosely-connected masses of Chinese people to overthrow the rule of imperialism, feudalism and 
bureaucrat-capitalism. As a result, China regained its national independence, sovereignty integrity, 
and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future development. Mao believed that only with socialism can we 
save and develop China. During his chairmanship,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nsformed into 
a socialist country,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improved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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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conditions remarkably, and enhance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ll of these laid solid foundations 
for China’s furthe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Under Mao’s leadership, China has made unprecedented 
progress with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that it had not made in the past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years.

Mao Zedong’s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arty Theory   
Wang Binglin

Si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its own army and base areas, Mao Zedong embarked 
on integrating Marxist party theory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for establish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every front of revolutionary work. Mao is the founder of the CPC’s Party-Building 
Theory. It is he who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building and the Party’s political line, 
strengthened Party-building from an ideological dimension, applied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to correctly deal with intra-party relations and safeguard the Party’s unity,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shaping the noble spiri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ll these made 
Mao’s contributions a valuable legacy for our times.

Grasping the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s to Marxism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Li Haiq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arxist principles. Thes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nclude outlooks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logical productive force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elf-refor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leadership as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etical Focus of World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Wang Fengcai & Liu Lixia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search on World Marxism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ree aspects: 
(1) The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work of MEGA2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providing a textual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Marxist classics; (2) The research on Marx’s thought and Western Marxism 
has gravitated to highlight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thought and the practical concerns 
of Western Marxism; (3) The literature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future society has focused 
more on criticizing the new sta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m, upon which emerges blueprint for 
future society. Although some issues remain unresolved, studies on World Marxism have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intellectual landscape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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