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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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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包括真正的社会

主义有利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有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二是描绘

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包括经济领域，社会主义社会将会采用公有制，但仍会按劳分配；政治领域，民主将会有

所不同，矛盾仍然存在；社会领域，社会主义将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三是论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必然性和

可能性，包括中国必然会走社会主义、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应致力于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深刻理解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有助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还有助于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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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 120 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

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

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

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做出

了彪炳史册的贡献”[1](691)。这些贡献与毛泽东对社会

主义的正确认识密不可分。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

更多地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

建设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片面理解及其带

来的严重后果[2]，相对忽视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

对社会主义的那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看法。梳理总

结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①，有

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带领党和

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

“中国的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时，接触到社会主义；

革命派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的过程中，介绍

了社会主义”[3]。年轻的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学说，并逐渐认识到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

好的制度”[4]，只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条件实行。 

1911 年 10 月，18 岁的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

新军，在接受军事训练之余，将大多数的饷银用于购

买报纸，正是从当时鼓吹革命的《湘汉新闻》上，毛

泽东第一次接触了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又读了一些

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从而对社会主义

的一些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和同学通信讨论[5](11)。 

1919 年 3 月，毛泽东和黎锦熙讨论社会解放和改造问

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究竟选择哪一种社会主

义。同年 9 月份，毛泽东为问题研究会草拟的章程中，

列出 71 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其中一条便是“社会主

义能否实现问题”[6]。1920 年 1 月 4 日，毛泽东在北

京北长街九十九号平民通讯社接待前来看望自己的黎

锦熙时，他的身边已经有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

刊了。在这些与友人的讨论和对时事的观察中，毛泽

东越来越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他日后认定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前提。总体来看，毛

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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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 

1922 年 12 月，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

干事身份，率领部分工会代表与省长赵恒惕等人交涉

时就提出，工人之所以盼望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主

义对工人有利，只是当时的中国仍难做到，而只能取

民治主义原则。在毛泽东看来，那些假的社会主义只

会压迫工农。例如，1939 年 5 月，在延安青年群众举

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中，毛泽东指

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讲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

义！”[7]毛泽东认为，从一个人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

如何，就能清楚地判断他是一个真的三民主义者还是

假的三民主义者，或者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真的

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以是否

有利于工农大众为标准来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

社会主义的。 

(二) 社会主义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 

1920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和龙兼公起草湖南省

城全体市民致谭延闿的请愿书，并在长沙《大公报》

发表。请愿书对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的组织法和选举法

提出六点要求，认为人民宪法会议应当要用一种革命

的精神，断绝与以往一切的纠葛。在当时“联省自治”

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也提出湖南要实行全省自治，

既不仰赖中央，又不依傍地方，而用民治主义和社会

主义，以解决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难题，“而免日后

再有流血革命之惨”[5](68)。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

到，在毛泽东那里，他所想要创建的“自决”之邦，

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将成为治理方式，而这种方式的

益处则是利于和平而少有流血革命。 

(三) 社会主义有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主义，它将有

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0 年 12 月 1 日，在给

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世

界主义，是四海同胞主义，它意味着愿意自己好也乐

于看到别人好的主义。就是说，“凡是社会主义，都

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8]。毛泽

东对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他庆

祝斯大林 60 岁生日的讲话中有了更加明确的表现，他

认为，庆祝斯大林生日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而是意

味着拥护斯大林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

斯大林给人类指明的方向，意味着拥护自己的亲切的

朋友。这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

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

治家、劳动者，才能直接地援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中国人民的事业无法

取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问道，我们为什么不歌颂无

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呢？正因为

社会主义有这些优越性，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的远大

理想时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9]他强调中国共产党

人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这就是和三民主义的区别所在。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 

 

认识到社会主义有如此诸多的优越性，毛泽东坚

定了自己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他看来，未来

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将

有所不同 

所有制结构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

所有制将是农民的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苏联已经实现这种转变，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全

国革命胜利前夕，1948 年 9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到，“将来在社会主义体

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

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0]。在分配

体制上，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会存在差别和不同。到社

会主义社会实现之时，仍然会是按劳分配，而不存在

绝对的平均。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度

里，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土壤。即使是以马

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不受这种

思想的影响。早在 1929 年 12 月的古田会议上，毛泽

东就对当时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做法提出批评，他

认为绝对平均主义在资本主义尚未消灭的时期，只是

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已；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时期，

也不可能有所谓的绝对平均，而只能是以“各尽所能

按劳取酬”的方式进行物质分配。只是在紧迫的战争

年代，为了动员最广大的贫农群众参加战斗，在具体

的政策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过要执行彻底的平均主义。

例如，1930 年 10 月，毛泽东在峡江以中共红一方面

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复信湘东特委时就土地问题进行说

明时指出，要进行彻底的平均分配，因为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争取最广大的贫农阶级，以彻底推翻封建剥

削，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说

的彻底的平均分配，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

描述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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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和社会矛盾将有所  

改变 

一方面，民主将有所不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

义社会将是一个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的社会。中国人

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专政，更不允许资产阶级一个阶级

来包办政治，中国的事情必须要由大多数中国人自己

做主。社会主义民主自然很好，并且是全世界将来都

要实行的民主形式。只是在当时的中国还行不通，中

国暂时还不要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到了将来条件

具备之后，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另一方面，即使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仍然存在。列宁曾经说过：

“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

矛盾存在着。”[11]毛泽东也认为，即使在苏联的社会

条件之下，工农之间仍然存在差异和矛盾，只是这种

矛盾不会激化成对抗，不同于劳资之间的矛盾，也不

会采取阶级斗争的形态。相反，工农之间会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同盟，并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

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至于矛盾的解决

方法，毛泽东认为，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

的矛盾。例如，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以解决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

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而殖民地和帝国主义

的矛盾，则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可以说，

这些观点，为其以后形成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的学说提供了思想根基。 

(三) 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个性将得到解放 

毛泽东批评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忽视或压制个性的

错误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不压制个性，反而

强调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1940

年 2 月，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指出，

只有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候，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和全

体人民的最终解放，中国工人阶级要为此目的而奋斗。

但是，要想进入社会主义的阶段，必须经过反帝反封

建的民主革命阶段。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

要团结自己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

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1944 年 8 月 31 日，

毛泽东在给秦邦宪(博古)的信中，就《解放日报》原

拟发表的《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

一文谈了三个方面问题，并在改文中加了解放个性问

题，强调那些说社会主义忽视或压制个性的说法是不

对的，恰恰相反，个性解放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前提。1948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 1949 年

新年献词中指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目的是要使

中华民族实现大翻身，从半殖民地国家变成真正独立

的国家；使中国人民实现大解放，掀掉压在自己头上

的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势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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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75)。这里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

义社会是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 

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

社会特征的认识和构想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政治

特征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允许资本家

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思想

根源。1939 年 5 月，毛泽东提出，在人民民主主义制

度中，还允许资本家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制

度下是不要资本家的。中国也不会永远都要资本家，

将来肯定不会再要。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都会一样。

世界各国如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将来

都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会例外。同样，1948 年 2 月,

毛泽东在谈及自由资产阶级时提出，中国革命胜利以

后，尚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资产阶级是可以与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资产阶级

的地位处于待定状态。不过，毛泽东所强调的是社会

主义社会不要资本家的存在。其实，直到 1948 年，毛

泽东仍然认为，那种斗、批工商业的思想是反动的、

落后的。4 月 29 日，在转发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

报告时，针对有些人认为工商业均带封建性，不斗工

商业，不能肃清封建，以满足群众要求的错误看法，

毛泽东强调这些本质上都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必须

坚决反对这种反动的、落后的思想。 

 

三、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必然性 
和可能性 

 

在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

识经历了从早期的接触，到接受并信奉社会主义，到

最终确立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

为目标。总体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认为虽

然社会主义前途在中国远景可期，但是，在当时的具

体历史条件下，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实现的。 

(一) 中国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光明的前景 

早在 1919 年 7 月，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

行》一文中，就已经观察到，自从俄国政体改变以后，

社会主义就逐渐传向东方，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派别，

但是，潮流已不可遏制。1920 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

的信中，完全同意蔡关于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改

造中国，以俄国式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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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采取俄国式革命，是一个诸路不通且无

可奈何的办法，而不是有更好的办法不用而非要采取

的方法。1928 年 12 月中旬，毛泽东在茨坪会见彭德

怀，就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

红色政权在中国能够存在的原因、中国的民主革命及

其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交谈。

1937 年 5 月 8 日，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

有上下两篇文章，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

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领导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

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他强调，中国共产

党的努力是要朝着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的，这是与任

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同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

是共产党员；但是，也不能放松今天的努力，否则也

不是共产党员。1937 年 6 月，全面抗战前夕，毛泽东

提出，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的任务将提上下一步的议事日程。中国不可能成为

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

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全面抗战爆发不

久，1937 年 8 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中国革命

的特征、阶级关系及前途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

中国革命由于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面貌有了彻

底改变，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农民革

命的发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

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出现等，都是资产阶级

领导革命时期所不可能实现的。1939 年 12 月，在《中

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

全部结果，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发展，在这

当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及共产党

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在农民、知识分子

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

共产党的领导权，在民主共和国的国有经济和劳动人

民的合作经济。同时，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使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

而有极大的可能而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中国

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一般的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

另外，中国革命又处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持

续高涨、资本主义不断低迷的国际环境中，因此，中

国革命的最终前途毫无疑问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到 1947 年，在《目前形势和我

们的任务》中，毛泽东提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更加自信地

认为，帝国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而社会主义正在走向

胜利，“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12](1260)。1949

年 1 月，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已经着手考虑胜利后

的问题。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时，毛泽东提出，中国

政府的组织形式虽然和苏联及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

是，其性质与宗旨与之一致，目标同样是实现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此时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在

中国的必然胜利的信心在不断增长并越发坚定。 

虽然毛泽东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

但他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绝不是当前的

事，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

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当时

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

迫，在经济社会条件尚不具备时，中国不可能实行社

会主义国家制度。直到 1949 年 1 月，毛泽东仍然强调，

要谨慎而不能急于社会主义化。合作化是要发展，但

不可能很快地发展，而要准备十几年的工夫，长期、

稳健地进行。搞社会主义如果过急过快的话，容易翻

跟斗。应当说，这样的思想贯穿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

革命整个进程，毛泽东也据此提出了诸多正确的政策

策略。例如，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

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

务》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如没

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都没有超出资

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也没有实行社会主

义。1941 年 12 月，在抗战进入关键阶段期间，针对

国社党张东荪、汤芗铭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谓两党

合作抗战纲领，主张经济上以社会主义为原则，采取

计划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毛泽东认为，“这完全是

托派的主张，是挑拨中共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以

孤立我党的阴谋”[13]。正是有着这样的正确认识，毛

泽东才能对革命中的不同阶级采取正确的态度。在对

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毛泽东强调，如果因为资产阶

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就不要资产阶级，认为联合资

产阶级的抗日派别就是封建主义，这些都是托洛茨基

主义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

派恰恰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桥梁。就农民来说，1939

年 12 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

东正确地指出，中农当中，一部分人土地不足，一部

分富裕中农的土地才略有多余，因此，中农不但能够

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

主义。这些对不同阶级的正确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人

之所以能够联合各阶级以增强抗日力量的重要前提。 

(二) 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必须经过民主主

义阶段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充满信心。但是，

他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必须经过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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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才能达到，而既不同于

“二次革命论”也不同于“毕其功于一役”等错误论

调。毛泽东一再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第

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

这是两个完全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尤其是五四运动

以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

史舞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继续参加革命，但是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中国资产阶

级，而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了。但是，中国革命仍然必

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

主义。并且，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会经历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毛泽东

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明确，中国革命包括民主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两者性质不同、前

后承接，只有完成前者才能去完成后者，前者是后者

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1935 年 12 月，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强调，

中国彼时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

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那些反革命的托洛茨

基分子，才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1939 年 9 月 24 日，在会

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中国革命问题

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革命有上下两篇文章，上

篇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下

篇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39 年，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当时中

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非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革命，强调只有经过前一阶段，才有进到后一阶

段的可能。毛泽东明确提出两个革命的不同，新民主

主义革命只推翻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等在中国的反

动统治，而不会破坏任何那些愿意参加反帝反封建革

命的力量。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弄清当时中国社会的

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

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前途，特

别是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以及

当前革命阶段和未来革命阶段的关系问题。 

尽管毛泽东认为中国仍处于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但是，他强调，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一般的

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

段、两重任务所组成。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

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责任，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旧

民主主义革命，而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属于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强调，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要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实现。要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认清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明确二者的深刻联系。 

(三) 中国共产党人应致力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

义的转变 

早在 1928 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就

提出，要经过民权主义革命以造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真正基础，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经过民主主

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但是，为什么中国革命就

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中国可以不再走西方国家

的老路，而直接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不需要经过一

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呢？毛泽东认为，这都是缘于当

时的具体条件。1939 年 5 月，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

二十周年时指出，共产党参与以前的所有中国革命，

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的目

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

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后身则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而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转向社会主义社会制

度，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历史必然性

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是拒绝排斥还是主动拥抱呢？毛

泽东指出，我们应当主动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1937

年 5 月，针对外界对共产党提出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

性质和前途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这种共和国的阶级

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是要走向社会主义。

原因在于，这个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

中建立起来，无产阶级是其领导者，这就决定了其既

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也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中国

共产党必须力争使中国革命走向后一个前途。 

当然，促进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争取社会主义前途在中国的实现，并不是无条件地盲

目蛮干，而要考虑客观实际条件的制约，待到条件成

熟之时。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转变是将来的事，将

来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国共

产党人全部的光荣而伟大的革命任务，就是要完成中

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将它

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1935 年 12 月 27 日，

毛泽东谈到，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

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如果不到政治上经济上

一切条件具备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

有利而非不利之时，不应当轻谈转变。1936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再次强调，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

建国家，因此，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可能像苏联那

样快，而有着更长并且更加困苦的路要走。因此，中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5 卷第 6 期 

 

14

 

国共产党人的目的不能是社会主义，更不能是共产主

义，而是要建立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直到 1944 年 7

月 14 日，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时，毛泽东

仍然认为，中国当时需要的是民主，而非社会主义。

关于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毛

泽东认为，条件还不具备。因此，抗战胜利后，尽管

中国政治会有很大进步，但是任务仍然还是彻底完成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

不仅强调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复杂性和艰巨

性，还提出要争取和平转变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出，

促进革命的转变，要争取和平过渡的可能，尽量避免

急躁冒进，甚至造成流血革命。1937 年 5 月 8 日，毛

泽东指出，我们要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争取社会主

义的胜利，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他强调中国

共产党人是革命的转变论者，即由民主革命转到社会

主义方向、经过民主共和国的各个必要阶段以进到社

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1938 年 5 月 11

日，在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时，毛泽东谈到，将

来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既不一定非要经过西方

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非要经过俄国那

样的流血革命，相反，中国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走

到社会主义。应当说，这些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指导。 

 

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当代 
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

索中走过弯路，但是，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革

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

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

泥潭”[1](693)。更何况，新中国成立前，正是毛泽东对

社会主义有着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认识，才使其能够带

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应当

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那些正确的

或比较正确的认识，在今天也从未过时，而是有着十

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 有利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纵观 500 年来的历史，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

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20

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逐渐对资本主义形成了后来居上

的发展态势，其中虽有波折，社会主义仍然稳步前行。

社会主义从传入中国到今天，亦是百年有余。社会主

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叶、开花、结果，正是

源于其优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尤其是中国的飞速发展，

更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强劲力量。毛泽东从

其青年时代开始，就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逐渐

形成对社会主义的诸多正确认识，坚定了中国必然走

向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一

生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

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

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

础”[1](691)。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合作，

亦有竞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显现出更大魅力，中

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舞台无比广阔、历

史底蕴无比浓厚、前进定力无比强大。承继着毛泽东

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我们更应当坚定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二) 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理想，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不过，社会主义只是共产

主义的初级阶段，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以后，“代

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

东对社会主义的诸多论述中，曾多次强调实现社会主

义要因时因地而行，要根据当时的具体的、历史的条

件，而不可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认识逐渐出现偏差，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出现误判，造成了许多严重后

果。但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对社会主义的那

些正确认识，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

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改变。应当说，这些

科学认识，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坚持，

同样也渊源于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那些对社会主

义发展的阶段性的正确认识。 

(三) 有利于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以其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坚定认同，积极致力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同样，

也以其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艰巨性长期性的正确

认识，制定了诸多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党

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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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在世界上

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科学社会

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但是，我国

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路线方

针政策必须要从这样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可超越历

史发展阶段。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提出所谓的“民

营经济离场论”，认为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应当

退出历史舞台。针对这些论调，习近平在《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予以批驳，认为“这些说

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15]。这样的

科学态度，应该说，都延续着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

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思想精华，将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制

定和执行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带领党和人民追求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有过曲折。但是，我们

不应否认，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有着

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认识，正是在这些正确的认识引

领之下，他才能带领党和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梳理总结新

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那些正确认识，将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① 囿于篇幅限制，本文只能就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

认识进行总体上的梳理概括，无法就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毛泽东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变化进行深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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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cognition of socialis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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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O Zedong'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ed 

three aspects. First, Mao emphasized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m, including that true socialism was beneficial to the 

working class, to the solution of China's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and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Second, Mao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t society, including in the economic field where socialist society 

will adopt public ownership, but still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work performance, then in politics where democracy will 

be different, and in the social sphere where socialism will promote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hird, he 

discussed the inevitability and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in China, including that China is bound to 

embark on socialism, that China must go through the stage of democracy an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ould 

devote herself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Mao Zedong's cognition of 

socialis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conducive to our firm determination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our adherence to the basic theorie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to 

our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rrect political line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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