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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历经近90个春秋，其间跌宕峰回，波澜壮阔，但贯穿全过程的主题，始终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
　　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这个理念。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在
理论上升华，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程，采用“数字化”方式表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 “三、二、二、二、三
、二”，即分为三个历史时期；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
色的道路；创立了作为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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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也应当视为探索的过程。
其间有两次大的争论，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形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重大影响。
　　一是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
1924年前后至1927年年底发生的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激烈争论，是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社会主义
能否在一国胜利的激烈争论的继续。
当时，苏联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困难。
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暂时稳定局面。
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虽使国民经济有所好转，但由于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在总体上仍是步履维
艰。
这样，苏联一国能否依靠自身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党和人民面前。
斯大林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多次发表论著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将落后国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同一国取得最终
胜利（根除旧制度的复辟）问题区别开来，认为前一个问题苏联依靠自身力量能够解决，后一个问题
要靠几个国家的革命胜利来解决。
他随后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如果我们不打算建成社会主义。
那我们在1917年10月夺取政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强调“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拥有为建成这个社会所必需而且足
够的一切”①。
1926年年底，斯大林在“一论”和“再论”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中还指出：社会主义在一国
胜利，虽然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但这种援助不一定需要无产阶级在该国取得胜利后进行”国家
援助”。
苏联国民经济虽然依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也依赖苏联经济。
苏联也不能因有相互依赖，就放弃建成社会主义的努力。
从总体上看，斯大林关于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它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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