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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逻辑结果 ,其内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和发展前途等方面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具有二元特性的内在实质 ,注定其在实践中有不定性 ,

直接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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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80年代后期 ,著名学者和宣传思想界

领导人于光远先生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包

括两个组成部分 ,除了‘革命论 ’外 ,还有一个‘社

会论 ’”[ 1 ]的观点。该观点一经发表 ,立即引起理

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并获得相当高程度的认

同。本文无意重复这些学术共识点 ,拟从中国共产

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角度 ,对新民主主义

社会论做出解析。笔者认为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逻辑发展结果 ,是一个二元性

的理论体系。这种二元特征直接决定了新民主主

义社会的历史命运。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内涵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是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中国各革命阶级

的自觉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

创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同时 ,基于革命根据地

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 ,创

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发展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的逻辑结果 ,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

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理论体

系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

到充实和完善 ;其内涵主要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纲领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发展前途等方面。

1. 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 ,就是要推翻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

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

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

国。它既和欧美式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 ,

又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 ,实行

普遍的民主选举制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总结起来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构想就是建

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及民主集中制的政

体。“总结我们的经验 ,集中到一点 ,就是工人阶

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

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 ,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2 ]新中国成立时建立的

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就是这一国体和政体的统一。

2.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 ,“一定要走‘节

制资本 ’和‘平均地权 ’的路 ,决不能是‘少数人所

得而私 ’,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

民生计 ’,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也

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 3 ]678 - 679。首先是没

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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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以建立新民主主义

共和国的国营经济 ,并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

导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

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 ,是整个国民经济

的领导力量。”[ 3 ]678其次 ,由于中国经济还十分落

后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

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 ,

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 ,我们就要保

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 ,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

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 ,却并不

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 ,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

展 ,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 ,而有利于中国

人民。”[ 4 ]159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

本主义的私有财产 ,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

计 ’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

十分落后的缘故 ”[ 3 ]678。再次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要实行“耕者有其田 ”的政策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

合作经济。“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 ,没收地主的

土地 ,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实行中山先生

‘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 ,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把

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 ,也是容许

其存在的。”[ 3 ]678

3. 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论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 ,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

化首先具有民族性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 ,带有我们

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

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 ,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

展的关系 ,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中国应该大量

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 ,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但是 ,对于外国的东西 ,绝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

判地吸收。“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 ,在中国

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 ,

这就是民族形式。”[ 3 ]707其次 ,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

科学性 ,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 ,主张实事

求是 ,主张客观真理 ,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要

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 ,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

其民主性的精华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

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

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 ,

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 ,是给历史以一定

的科学的地位 ,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

颂古非今 ,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3 ]708再次 ,

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大众性 ,是为全民族中绝大多

数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文化。“革命文化 ,对于

人民大众 ,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总战线

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 3 ]708。革命的文化运

动和革命的实践运动 ,都是群众的运动 ,因此革命

的文化工作者必须接近民众 ,“须知民众就是革命

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 3 ]708。

4. 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前途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是

新民主主义社会 ,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 ,

即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 ”和“终极前途 ”则是社会

主义。这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的基本特点决定的。毛泽东指出 ,现在的中国革

命 ,“虽然按其社会性质 ,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的 ,它的客观要求 ,是为资本主义的发

展扫清道路 ;然而这种革命 ,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

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

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

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

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因此 ,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

大的道路 ”[ 3 ]668。毛泽东还指出 ,在中国革命所建

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 ,“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

的发展 ,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

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 ? 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

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 ,就是农民、知识分

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

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 ,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

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 ,都是社会

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 ,便使中国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 ,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 ,

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了 ”[ 5 ]650。

至于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 ,由于新民主

主义革命正在进行当中 ,还谈不上向社会主义转

变 ,故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只是从大的基本原则

上指出 :“何时转变 ,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

为标准 ,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

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 ,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

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 ,不应当轻易谈转

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 ,

⋯⋯是不对的 ”[ 4 ]160。由此可见 ,在关于新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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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的发展前途上 ,中国共产党只是明确发展的

目标 ,没有条件做细致的规划。这就为以后新民主

主义社会在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埋下了伏笔。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二元性及其

影响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

本身具有二元性的特点 :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形态的

常态性 ,另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形态的过渡性。以量

化的分析方式来考察 ,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是一个

动态的双维坐标系 ,有着两种发展路径。向社会主

义转变固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终发展前途 ;但

通过何种路径走向社会主义 ,则取决于这个动态坐

标系中常态性和过渡性两大因素此消彼长的博弈。

第一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表现出新民主主义社

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常态性。作为中国革命发

展的逻辑产物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 ,是与一个有

着丰富内涵的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联的。这个发

展阶段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新旧社会之间的交替

或转换 ,而是一个需要有巩固基础的完整的社会过

程。毛泽东指出 :“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

现阶段的制度 ,在一个长时期中 ,将产生一个对于

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

度的特殊形态 ,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

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 6 ]1062。这种国家形态与

同样性质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组合在一起 ,就构

成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为中国所特

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而这一相对独立的社

会形态又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与之相对应的历史

发展阶段。这一切都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

是一个完整的、常态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

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

构想 ,无不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第二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又表现出作为一种社

会形态的过渡性。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类社会是从

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任何

一种社会形态都具有过渡性 ;只是在新民主主义社

会的构想上 ,尤其是在中共七大以后的理论构想

上 ,过渡性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突出。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中

国共产党在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向社

会主义过渡步骤问题上出现了变化。毛泽东在会

上指出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 ,并且解决了土地

问题以后 ,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

是国内的 ,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

是国外的 ,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 7 ]1433。

依据这一判断 ,毛泽东将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

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

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一判断埋下了建国后短时

期即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

识论种子。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步骤问题上 ,毛泽东

虽然仍说“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

主义社会 ”,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要在新民主主义社

会内部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 ,强调新民主主义

社会是在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 ,亦即强

调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毛泽东的这种

认识 ,直接催生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加速了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终结。

第三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个动态的坐标

系 ,有着两种发展路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常态性

与过渡性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双维坐标

系。这其中 ,常态性与过渡性相互作用 ,对于中国

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影响

此消彼长。这就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两种发

展路径 :一种是常态性维度高于过渡性维度 ,中国

共产党在理论构想上以常态性为主导 ,倾向于将新

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 ,在一

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 ,建设、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 ;

另一种是过渡性维度高于常态性维度 ,中国共产党

在理论构想上以过渡性为主导 ,倾向于将新民主主

义社会作为一个过渡时期 ,执行过渡时期的政策和

策略 ,通过一个并不长的历史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

社会。这两种发展路径大体可以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为界①。二中全会之前 ,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主

要表现为第一种发展路径 ;二中全会之后 ,关于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则更多地表现为第二种发展

路径。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在

全国范围的实践 ,新民主主义社会沿着第二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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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向社会主义社会迅速转变。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逻

辑结果 ,同时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逻辑起点

和理论依据 ,对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发展 ,

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 ,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二

元性 ,又注定其在实践中的不定性 ,直接决定了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全过程看 ,与新民主

主义社会构想的二元性相对应 ,在实践上有两个方

面的特征非常突出。

第一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实实在在地实践

着。新中国成立前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中认真实践新民

主主义社会构想。这主要是因为 ,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革命阶级组成统一战

线以反对主要敌人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有助于经济

水平较低的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生产 ,支援革命战

争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 ,又能保障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 ,活跃根据地

文化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的社会

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民主主义社会仍然在自

觉地实践着。毛泽东明确肯定要“由新民主主义

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刘少奇也鲜明

地提出了“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的奋斗

口号 ,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建国后要继续实践新民主

主义社会构想这一点上的认识是统一的。在具体

实践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安排 ,如

经济上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政治上建立民主联合

政府等 ,也无不体现了这种自觉性。因此 ,新民主

主义社会论确实是被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地实践

着。这一历史真实是不能被抹杀的。

第二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 ,社会主义因

素在有意培植。不可否认 ,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非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正如毛泽东

在整个革命进程中所反复强调的 :“谁人不知 ,关

于社会制度的主张 ,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

的纲领 ,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

在 ,新民主主义 ,在将来 ,社会主义 ,这是有机构成

的两部分 ”[ 3 ]686。在此思想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在

进行新民主主义实践过程中 ,始终有意识地培植社

会主义因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 ,无论是在新中

国成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

持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在经济上 ,

社会主义因素的有意培植表现得更为突出 :首先 ,

作为建国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实践的首要步骤 ,

在经济结构中树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

导地位。除了老解放区的一定数量的公营企业外 ,

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通过民主改革也转变为国

营企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中国政府对美国在

华资产实行管制 ,并通过征用、代管、征购等方式 ,

将美国和其他一些外国在华投资企业逐步收归人

民政府所有 ,转变为国营企业。在国家的支持下 ,

国营企业掌握了社会生产力最先进最强大的部分 ,

基本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 ,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

导成分和领导力量。其次 ,在农村中提倡合作化 ,

限制自发的中农化趋势。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 ,农

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的贫农大部分经济状

况上升到中农水平 ,原来意义上的贫雇农逐渐减

少。一部分经济上升较快的农民 ,出现要求退出互

助组 ,依靠有所提高的个体经营能力劳动致富的倾

向。在此形势下 ,中共中央于 1951年 9月召开全

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

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 》,肯定了以土地入

股、集体经营、按劳力和土地分红的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 ,是从互助组到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

之间的过渡形式 ,由此提出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

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 ,以推动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发展。这个决议草案下发各级党委试行

之后 ,各地的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可

见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在有

意识地培植社会主义因素 ,积极为向社会主义社会

转变准备条件。

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过程中 ,有意识地培植

社会主义因素 ,看似是互相矛盾的 ;实际上 ,这正是

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二元性在实践中的表现。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一个动态的双维坐标系 ,常

态性与动态性相互作用 ,影响力此消彼长。当常态

性居主导地位时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成为社会

发展的主流 ;当动态性占主导地位时 ,社会主义因

素的培植就成为实践的主体和方向。两者相互交

织 ,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全过程。这也正

是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所在。

同理 ,近年来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补新民主主义社会之课 ”的说法 ,也是没有看到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二元性。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的过渡内生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二元性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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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时机则具有偶然性。制度是无法复制的。当年

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

于不同的时代 ,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在新中国成

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 ,虽然经济上生产资

料的私有制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 ,但在政治和文

化领域 ,相对紧张的气氛一直没有消除 ,而且愈演

愈烈 ,注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上的私有制随时

会因为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变幻而发生变迁。

而这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 ,不再具有现实的意义。毕竟 ,历史车轮是向前

行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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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a lism ana lysis of new dem ocracy soc iety

YAN Mao2xu
(D epartm ent of the H istory of CPC, R enm in U niversity of China, B 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cy society is the logic consequence of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cy revolution and its con2
notation includes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develop ing future and so on.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cy society has dualism

characteristics, which leads to that the theory has uncertainty in p ractice and directly defines the historic destiny of the new de2
mocracy society.

Keywords: new democracy; socialism; society’s theory; dualism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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