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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

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成为我们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

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是解决初级阶段矛盾的最佳选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恰恰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和路径。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

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怎 样 解 决 这 个 矛 盾 呢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 从

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涉及五个方面，既涵盖了物质文明建设，

也涵盖了精神文明建设；既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

又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不断完善，因

而是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建设。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相契合，而且对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提出了相应的诉求。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是 对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现 代 化 的 扬 弃 ，

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从不

同侧面揭示了这一现代化的内涵，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

上的不同。除此之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背景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必然地把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社会

主义大地之上。七十多年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

期，中国通过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相对

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为

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

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释放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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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民营经济飞速发展，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开

辟了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 时 代 ，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推行新发展理念，推进全面战略布

局，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

量发展转型，从而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

上历史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以社会主义制度为背景条

件，同时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提升和完善。中国式现

代化为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文明准备，也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因而，中国

式现代化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初级阶段的最高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按 照 历 史 的 必 然 逻 辑 ，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必 然 要

向高级阶段迈进，历史最终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

段。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本质区别是

什么呢？从社会物质基础的发展看，初级阶段是物产不

丰富、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是人们的精神境界

不高、社会生产仍然以满足个体劳动和个人利益的需要

为转移的生产关系运动。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则是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获得全面体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与此

相适应，由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

济基础又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同时，上层建筑

又对经济基础发挥着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

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等内在结构的论述表明，当社会的

物质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也应

该与之相适应，如此才能解决社会内部结构运行中的矛

盾。就此而言，与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中，也应该列入一条更为重要的

任务，这就是：在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致

力于建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结构的完善，从而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把社会主义推向高级阶

段的必然选择。

竖立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

化结构。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

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

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

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

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般而言，上层建筑由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