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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源：www.examda.com(一) 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的涵

义，可出多选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

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

、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

段，(2000年理科第13题，单选题)即从我国1956年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

涵义：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

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

。(1992年文科第23题，多选题)(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特征（简单了解）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和历史

任务，党的十三大报告作过一个概括。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

步从九个方面作了论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逐

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二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

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三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

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四

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



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五是由贫困人口

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

较富裕的历史阶段；六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

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七是通过改革和

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

八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

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

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九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

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阶段。第一条和第九条是对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和历史

任务的总概括，其他七条是对基本特点和历史任务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展开。这九条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从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过程。(三) 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三大依据，可出多选题）我国社

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初级阶段，是由其历史前提、

现实国情以及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决定的。首先是由我国进

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决定的。我国原来处在经济文化落后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

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而

言，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去实现别的许

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

场化、现代化的任务，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应有的发达的

生产力基础。其次，就现实的国情来看，我国至今尚未超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经过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

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２０多年的迅速发展，我国社

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然而总的来说

，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科技教育文化落后，

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

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

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

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最后，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必

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初级阶段。中国到21世纪中叶所要实现

的现代化，它的水平和标准既不同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

，也不同于19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是21世纪知识经济条

件下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已经有了生产力的高度

发展，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正在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

倪，这就决定了我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水平和标准更高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化，必需经过很长的初级阶段才能实现

它。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涵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十三大时

，第一次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科学的概

括，标志着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十四大将它正式载入党的

章程。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容是：领导和团结

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可出多选题

）这一基本路线，概括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明确规定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二，明确规定了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第三，明确指出了实现初级阶段奋

斗目标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可

出多选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

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关键是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1996年理科第10题，单选题)（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的关键，可出单选题）3. 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

放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点。（可

出多选题）（1）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

主义的改革开放；我们所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改革

开放中确立的体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四项基本原则。（2

）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只有

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更好地

坚持。（3）在实践中，我们要注意把两个基本点有机结合起

来。要注意克服离开改革开放谈论四项基本原则的僵化倾向

，也要坚决反对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社

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997年理科第5题，单项选择

题)1．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可出多选题）（1）

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运动中发展，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2）社会主义社会的基

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

的矛盾，但是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具有基本适应与部分不适

应的特点。我们可以也只有通过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3）在社会主义社



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出现矛盾，

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再出现矛盾，再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所

以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2．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

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可出多选题）（1）社会主义改革不是

那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2）这是由社会

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3）改革是在坚持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具体制度进行的根本性改革，

又通过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其优

越性。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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