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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历史前提

隽 鸿 飞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是有其历史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由这一状况决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道路，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民

主主义政治制度。正是世界历史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前提基础。明确这一历史前提，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及当

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世界历史；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研究，学界总体来说是从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制

度的变迁入手展开的，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形成过程、基本经验、面临问题

等等，以及这一制度的建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建构是有其历史前提的，明确这一前提，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

过程、基本经验及面临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

历史前提的分析，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的变化，而要追溯到中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开端，正是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独特性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前提。

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世界历史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革

命的世界历史时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取得的重要历史成果。只有从世界历史这一

总体前提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的世界历史性变

化，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前提基础。因为正是世界历史时代的到

来，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第一，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的矛盾世界化了，使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在资本强制逻辑

的推动下，在发财致富欲望的驱使下，资产阶级在进行世界性殖民掠夺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带到了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研究”（项目号：19BZX024）、黑龙江省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新的人类文明类型的历史性探索”（项目号：18KSB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隽鸿飞，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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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

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

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

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也就使资本主义内部

的矛盾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矛盾，伴随而来的则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方

面，由于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其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在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形成的自身内部社

会结构的变革不同，从而进行了多种不同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殖民，彻底破坏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传统的社会结构，给广大的殖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密切

联系起来。当谈到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统治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尽管帝国主义的殖民为殖民地

国家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但这种物质条件能否成为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条件，取决

于这种新的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所以，“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

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

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②。也就是说，一方面，广大

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才能掌握新的生产

力；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的侵蚀，使东方社会传统的公

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建构的基础。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造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复杂的革命组织方式。

第三，世界历史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赋予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全新

的特征。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社会并没有分裂为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是呈现出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结构；同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帝国主义的统治方式并不是直接统治，而是采取培养代理人的方式进行。因此，在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的封建地主阶级，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成为帝国主义的

代理人、社会结构的上层；而在殖民资本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手工

业者、无产阶级和农民等则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中下层。特别是像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

家，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就通过其在华代理人之间的冲突

体现出来了。因此，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结构及其内部矛盾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

面，这也就决定了其革命性质的独特性和形式的复杂性。这种独特性就表现在革命的主体不可能

是单一阶级，而是多个被压迫阶级、阶层组成的联合体；同时，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

程度不同，这个联合体中各个构成部分的革命性也是不同的；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革命联合体

中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

第四，世界历史时代在赋予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即必须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一方面，在当时来看，资产阶级的

政治解放尽管不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它是有史以来人类解放所达到的最高阶段。正是资产

阶级的政治解放带来了个体的自由和解放，从而使之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另一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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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为新的社会形态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吸收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是东方社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应然前提。但是，

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深度参与世界历史，只有深度参与到资

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才有可能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二是无产阶级

革命的胜利，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提下，才能使资产阶级的肯定性成果成为实现人

解放的条件。

因此，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既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可

能性，也使其具有完全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这也就决定了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及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然表现为一个具有独特性质的发展

过程。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因素

虽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国内学术界已经达

成共识，但不可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如果否认了这一点，我们既无

法解释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无法解释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何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更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得以建立的经济制度（所有制）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是相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是建立在把握中国具体社会

历史状况的基础之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社会性质来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因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但由

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新特征。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是在无产阶

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①，其目标是建立“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

统一战线的专政”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

革命包含着双重的任务，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为资本

主义发展扫清障碍的同时，也要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创造条件，“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

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③。概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社会性质来说仍是属于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就其政治性质来说则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赋予中国共产党双重的使命，即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

共产党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才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实

现民族国家的独立，这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前提。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仅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而不是最终目

的。因此，必须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壮大，推动社会

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进而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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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可能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世界无产

阶级革命时代进行的民主革命，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

相互勾结的社会状况，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要承担着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而且必然要承担反帝国

主义的历史任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如果不打败帝国主义的入侵，就不可能完成反对封建主

义的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已经摆脱了其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开始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

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建立并大力支持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

族解放运动。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

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

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①。

第四，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判断，不能仅仅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解基

础之上，否则无法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建构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按照对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传统理解，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制

度。而“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

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②。因而，新中国政治制

度的建构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如果这样来理解，就

陷入了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主义。因为这种理解忽视了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

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③这就决定了新民

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建构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就体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

也正是因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其能够超越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成为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也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

的社会主义性质，才使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完成，才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和不断完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进程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推进的。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建构的超越性，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着不竭的动力源泉，并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走向完善④。因此，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必

须从这一历史前提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现实基础，才能真正把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前提

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历史前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705页。

④ 参见隽鸿飞《理性辨析深化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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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构既是连续性的，也是超越性的；既是普遍性的，也是特殊性的。就前者而言，是指自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能够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就后者而言，则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是在世界历史时代、通过对外开放不断深度参与世界历

史进程中展开的，因而对这一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解和把握就成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

的应然前提。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承担着多重的历史使命：其

一，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不断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是在东方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造成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开启其历史进程的。因此，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就成为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只有坚持持续的对外开放，深度地参与世界历史进程，才能吸收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引领世界历史潮流。其

二，必须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现代性人类社

会的危机。这一危机具体表现为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所谓自然危机，即自然界已经无法继续承

受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模式对其进行的掠夺；所谓社会危机，即人类社会总体性的割裂、全面的异化

与对立。这两方面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建构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限制资本无序

扩张造成的恶果。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需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全新的发

展道路，开创一个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纵观近代

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个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整个 20世纪人类所经

历的一切灾难不过是这一文明崩溃的后果。尽管这期间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内部调整、借助资本

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文明崩溃的影响，但就当前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危机的爆发

已经不可避免。具体来说表现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全球生态危机、全球日益密切的

联系与日益强化的保守主义等等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之中。通过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而推动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建构的任务。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

其次，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根本保

证。新时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一方面，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仍然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并整合全部的社会力量，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它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

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来自于人民、

植根于人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

标志”①，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勇于自我

革命的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保持其自身的先进性、革命性，才能在不断地修正错误、把

握时代根本问题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下转第98页）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