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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
阶段的论述和我们的认识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
提出过设想。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
》中，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历史分为
三个时期 ，即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第
一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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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

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共

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

社会。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按照

成熟程度的不同再区分为“初级

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

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

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是长

期的。



毛泽东的曲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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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

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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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为什么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不能解

决社会发展定位的问题？



第一，对社会主义停留在一般概念化的认识上，没有从
实际出发判定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认识；

第三，没有及时敏锐地认清时代主题的转化，对资本主义
存在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第四，过分夸大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忽视了社会发展
变革中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分析
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还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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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历史地位、
基本特征和基本任务，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内容、理论基础。

十五大第一次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
领。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两层含义：

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从社会性质上来界定
；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是从
社会发展水平上来界定。



“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
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邓小平

辩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必经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
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
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
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十三大报告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
揭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总依据，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理论的重大发展和重大突破。



1、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进一
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2）、（2）、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
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
产力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



2、怎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1）、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
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2）、发展要抓住机遇

“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
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
过去了。”

——邓小平



（3）、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

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
深刻地概括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新论
断，反映了科学技术在当代发展的新形势和对我国
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



（三）、改革开放理论

1、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

2、进行怎样改革开放？



（四）、其他理论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党的基本路线

3、“三步走”战略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5、“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6、“一国两制”

7、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



第三节、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所指出的：
“我们搞改革开放，
没有丢马克思，没有
丢列宁，也没有丢毛
泽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

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创立者，紧紧抓住“什么是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
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此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全部理
论和实践一以贯之的主题。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重申的：
“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
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
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
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