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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后的俄国和1949年后的中国，其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两国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如何在两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和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总结两国实践经验教训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和

时代特征相结合，分别探索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来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的

方式方法，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但可惜的是，俄国在列宁逝世后便放弃了利用资本主义发

展生产力的道路，苏联更是于1990年解体蜕变，而唯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坚持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

生产力的道路并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一、方法论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启示

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制度更替过程中，人类社会一般将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次序依次更替和演进。但社会制度更替中也存在着特殊规律，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曾经论述过这一问题。这一理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

条件下，“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

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1]在马克思看来，跨越这一峡谷，需要具备国内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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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景源：《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制定》，〔福州〕《东南学术》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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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两个历史条件。

俄国农村公社制度的存在是跨越的国内条件。第一，由于俄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同处一个时

代，因此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改造俄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

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

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

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1]第二，俄国农村公社处在资本主义陷入深刻危机、将被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时代，这给农村公社直接跨越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好的历史

契机。因此，“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农业公社的情况

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

触动的时期；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

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2]。

跨越的国际条件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在其帮助下才能实现。19世
纪80年代的俄国，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在不断积累，但另一方面，一部分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对

于这种情形，俄国农村公社，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还是要经历资本

主义的充分发展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第一，“西

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

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3]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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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之间

矛盾激化，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有利时机，于1917年十月取得俄国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

家。虽然俄国不是从制度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是生产力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

思、恩格斯“跨越”理论依然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中国，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

“一战”期间获得了短暂繁荣，但却没落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49年前的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指导下，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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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进程，直至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根本

任务，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至此，历史发展进程再次回到“原点”——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发

展生产力。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加拿大客人时，说道，“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

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

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

从而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和市场

都是资源配置方式，它们与社会制度之间无本质的必然联系。“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

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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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种试图通过缩短过渡期的办法使苏联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的做法

不可行。198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以来，其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但追根溯

源，主要还是苏共当年没有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贯彻到底，过早地结束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实

施过程，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不牢，从而埋下了最终失败的隐患。”[1]

三、中国经验：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在创新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1. 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1992年以来，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建设进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阶段。从中共十二大到十五大，最终完成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设计。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则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

完善宏观调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

代市场体系。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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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

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1]更重要的是，由于无产阶级掌

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命脉以及国家机器，国家资本主义的实施更不会使俄国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我

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资本主

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

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2]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俄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经济，奠定了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要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改

革开放基本国策。但改革开放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三中全会

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3]改革开放中，只要

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再陷入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

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

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因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只要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

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会退回到资本主义。

在中国，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还必须时刻警惕新自由

主义影响，不断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

萧条以来诞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个人主义至上，推行经济上的自由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鼓吹政治

上的宪政民主等是其核心内容，其政策主张典型表现形式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自诞生之日起

就已经明显地带有政治倾向与政治目标，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因而始终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

反映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其所谓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自由化”等只不过是它

用来推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块遮羞布而已。”[5]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我国渗

透，试图左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

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方向决定道路，道

路决定命运。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

命线，始终坚持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6]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无非是想借助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契机，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达到其不

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在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并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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