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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的传承和发展（代序）　　治国方略是指治理国家的谋略、
方式和途径。
它包括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怎么样建设好这个国家两个方面，涉及国家发展的蓝图和国家治理的
途径、方式、部署及其路线、方针、政策、方法、领导艺术等内容。
治国方略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又是一门高超的领导艺术；既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又要有
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
建国五十多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对&ldquo;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rdquo;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呕心沥血地治理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他们的治国方略，既一脉相承有其共同点，又与时俱进各具特色。
　　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大
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后的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即人们常说的前三十年。
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理国家的时期。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段落。
　　1949年到1956年是第一个段落，即建国和过渡的段落。
在这一段落的前四年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依据《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
》的构想，以及长期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验，采取民主协商的办法筹建新中国，用《共同纲领
》的形式把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及其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大政方针确定下来。
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国家的治理打下了法理基础。
在这一段落的后四年里，按照毛泽东1952，年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想，从1953年起实行向
社会主义的过渡，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进的方略。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提前完成，中国进人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6年到1976年是第二个段落，先进行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后进行了十年&ldquo;文
化大革命&rdquo;的探索。
从1956年起，党的&ldquo;八大&rdquo;前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有了良好
的开端。
但在1957年夏，随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ldquo;左&rdquo;的错误指导方针逐渐占据上风，出现了1958
年&ldquo;大跃进&rdquo;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为了克服&ldquo;大跃进&rdquo;带来的经济困难，决定对国民经济实
行&ldquo;调整、巩固、充实、提高&rdquo;的方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规章制度的作用，又取
得了治国方略的新进展。
但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中美斗争的加剧，中国周边形势日趋紧张，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阶
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ldquo;左&rdquo;的错误思想再次占据上风，并最终导致了1966年
到1976年十年&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的重大失误。
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在这二十年中，&ldquo;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
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
&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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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治国方略》遵循逻辑与历史一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吸收毛泽东思想研究
领域的新成果，力求准确、全面地阐述毛泽东治国方略的形成、发展及条件，治国的主体和客体、方
向和道路、战略目标和部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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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社会主义方向的选择及其实施步骤　　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必须走社会主
义道路，这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那么，为什么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首先，选择社会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表明，社会形态的演进，并不总是严格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后顺序进行的，更不是只有在前一种社会形态完全发展成熟后才自动
转入下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丰富多彩的，是规律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也就是说，社会制度的选择、社会发展阶段的顺序，以及发展过程的长短快慢和社会震荡的轻重大小
，等等，都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的。
在世界历史上，奴隶制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发达，封建制以中国最发达。
也正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太发达，存在着严重鄙视商人买卖活动的封建社会意识，这阻碍了中国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相反，封建制不如中国发达的西欧国家，却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然而，旧中国毕竟有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有了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这就为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
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中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ldquo;卡夫丁峡谷&rdquo;，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ldquo;后来居上&rdquo;绝非偶然现象，它反映了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平衡性、历史的跳跃性和曲
折性，而寓于其中的则是旧制度被新制度代替的必然性。
正如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
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其次，选择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体现。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自动的，都离不开入之能动性的发挥。
这就是说，在人的参与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除了具有绝对性，还具有相对性。
这一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早有论述。
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相对性，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既
可以有这种生产关系，也可以有那种生产关系。
而在同一生产关系下，生产力水平却差别甚大。
即使就生产力水平来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要最终战胜旧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是必须创造出比旧制
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但是，当一个旧制度灭亡或一个新制度诞生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无法规定和
计量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出也不可能指出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各国情况千差万别，谁也不能指出这个生产力水平到底应当多高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国革命选择社会主义，这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阶级斗争的状况以
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利用相对进步的国家政权和生产关系再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再
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这既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又符合历史的唯物论。
　　再次，选择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大同理想具有内在的同一性。
社会主义之所以为中国人民接受，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心理背景，这就是：社会主
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ldquo;大同&rdquo;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点，具有内在的同一性。
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广大劳动者就渴望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ldquo;大同&rdquo;社会。
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ldquo;逝将去女，适彼乐土&rdquo;，&ldquo;适彼乐
国&rdquo;，&ldquo;适彼乐郊&rdquo;，就反映了这种向往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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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儒学经典《礼记&middot;礼运》，曾对&ldquo;大同&rdquo;思想作过经典性的表述
：&ldquo;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男有分。
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rdquo;唐宋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进一步提出了&ldquo;等贵贱、均贫富&rdquo;的思想。
近代中国，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了&ldquo;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rdquo;的理想世界
；康有为曾向人们展示了&ldquo;天下为公，是为大同&rdquo;的美好社会蓝图。
孙中山先生更是以&ldquo;世界大同&rdquo;为最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些都说明。
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实现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夙愿。
尽管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其最高准则和基本特征都是一致的。
这就是天下为公，均平等贵，经济上财产公有，政治上人人平等。
当然，这些思想有其根本的缺陷，它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
正确道路和依靠力量，具有虚幻空想的性质和平均主义的色彩。
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从另一角度讲，也不能否认，这些思想中的某些价值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
接点。
受到&ldquo;大同&rdquo;思想熏陶的人们，在文化心理上容易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理论。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人们看到了梦想成真的希望。
　　最后，选择社会主义是当时国际环境的应有结果。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为维护
其统治，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另一方面，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逐步巩固，
它愿意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
这样，中国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为帝国主义所不容许，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援
助。
因此，中国的革命就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
的社会，并进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而决不可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国际资产阶级不容许的，也是国际无产阶级不容许的，同时也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能为力的
。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不是哪个人哪个党主观的选择，而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应有结果。
　　中国革命必须选择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并不意味着这种选择会自然地实现，也不意味着革命
的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和发展前途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
要把必然变成现实，需要全面深刻地阐述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出发，在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以及总结中
国民主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
段的战略思想，并且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解决了两步之间实现转变的途径，从而保证了中国
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比较顺利地实现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和交叉。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ldquo;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
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
&rdquo;&ldquo;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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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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