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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混淆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内涵 

发布日期：2007/09/03   提供单位：党史党建教研室    

马龙闪 

      现在，在部分同志中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

则”。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是把苏联模式、斯大林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国外有识之士所说的“中国模式”相混淆，把

两种不同社会主义模式框架下概念字面相同、而却有着完全不同内涵的东西混淆了。对此，我们是应当分辨清楚、不能含糊视之

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这表现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

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创造，而对

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我党

实事求是，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苏联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

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更重要的是，我党采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

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中国模式”业已以其无比辉煌的成就和伟大业绩令全世界震惊。——这些，已是明明白白摆着的、为人

们所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把苏联体制模式的“内涵”、“内容”，说成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错误的 

  毫无疑问，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离不开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

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才能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若用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来解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却是不恰当的、错误的。 

  把苏联体制模式的“内涵”、“内容”，说成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种说法其实是把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把这些原则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相等同、相混淆了。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把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理论，关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

想体系和模式设计，同小平同志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作统一的、有机的联系，视作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把它们二者分

离开、割裂开来了。不仅如此，持这种看法的人们，也没有摆脱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传统模式、传统思

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小平同志反复讲，“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理论框架来

理解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难道还是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下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吗？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坚持党的领导，

是坚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实现了转变的党的领导，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领导建设的党，而不是按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来实行领导的党，这是两种类型的、两种理论体系和实践风格的、两种思想政治路线的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

主义，既然是两种不同的模式，那么，领导这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党，也必然是两种不同模式和两种不同风格的党。简单地说，按

照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经济、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这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的本质属性，苏联党就是要按照这些原则来领导、来贯彻、来执行的，难道我们中国共产党目前还能按照这些“基本制度”、这

些基本原则来进行领导吗？难道我们中国共产党还能坚持这样的党的领导吗？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党目前关于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的理论，同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已经不同了。正像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比较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

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

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至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难道还能坚持像斯大林一样，把列宁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斩尽

杀绝，尽行“人身消灭”，还能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老干部尽行作为“走资派”统统打倒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吗？

我们今天坚持的是包括联合农民和构成人民的一切阶层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讲求法制的专政；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

义”，就“民主”和“专政”二者，对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说，更多、更重要的应该是讲究“民主”，实现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同斯大林体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把“专政”、“暴力”强调到绝对

化的地步——难道是一回事吗？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的是与时俱进的、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充实、发展了的

马克思主义，这与让斯大林搞僵化了的教条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斯大林思想理论的独尊、是斯大林主义的统治，难道是一回事

吗？ 

  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些同志之所以有上述错误认识，主要是受传统体制模式的束缚，只注意到苏联斯大林模式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则”在字面上、用语概念上的相同，却没有理会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以前传统的概念

在目前的中国，已经赋有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意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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