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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与发展

■ 武 力

[ 摘 要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中国

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事实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

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

过程中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伟大成就，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新中国 70 年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和影响世

界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工业、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各项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

大成就。新中国 70 年的奋斗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为民、奋发图强、勇于创新和为人类作贡献的

伟大精神，这些精神是继往开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更大胜利的重要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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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

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

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1］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回顾、思考、总结新中

国 70 年所走过的历程，具有不忘前人、激励今

人、启迪后人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

角度来看，新中国 70 年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历史，

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成功运

用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从大的历史跨度纵向

比较以及从世界视角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

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了历史性贡献，还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

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以这样的视野才能全面、

客观、准确地把握新中国这 70 年的历史，并在

世界历史坐标中对其进行恰当的定位。

一、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也就没有新中国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

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

［1］《人民日报》2015 年 8 月 24 日。 　

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华民族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在日益深重的危机面

前，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在这个

背景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推动它与中国工人

运动和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而在 1921 年建立了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华民族获

得独立和解放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

和农民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

争，帮助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与国民党结成了统一战线，推动

了北伐战争。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

1927 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开

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高举武

装斗争大旗，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

37



38

党 的 文 献
LITERATURE OF CPC

2019 年第 5 期

地，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

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

则，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战争，建立

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

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

国共产党在这场伟大民族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

柱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

全面内战，妄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在这个决定中国历史命

运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

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

治，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中国沦为半殖

民地的 100 多年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

还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

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获得解放。这一

切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28 年

英勇奋斗取得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

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这

是历史的结论。

二、新中国 70 年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实践

和发展的历史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成功结合的结果，并在此

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快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使中国从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转变的艰巨

任务，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为中国这

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

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方法和经验，中国共

产党需要探索出一条新路。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美国的

武装干涉，使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受到威胁，

加快工业化，尤其是加快重工业发展，成为关

系到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重要问题。1952 年底，

中国经济经过三年的恢复，开始从战争创伤中

走出来，并转入按计划建设和发展阶段。但是

此时国内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每年春荒时节全

国尚有 2000 多万人食不果腹，国内资本积累能

力非常低。面对当时的世情国情党情，中国共

产党选择了可以发挥政府优势、集中有限财力

和保证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就

是 1953 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

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

重大思想和理论创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在经济领

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大大超过了预期，

原本准备在 10 至 15 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非常不

平衡的大国，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

但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加之中国共产党对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以至于后来在探

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

上认识不清、走了弯路。

1976 年“文革”结束以后，国际、国内环

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再

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1978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

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开启了改

革开放的大门。

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7 年

党的十三大，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深刻认识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这个

最重大的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

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后

来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基

本路线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完全解决了如何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事实证明了单

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后，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就成为突出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

大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马上

显示出它的巨大活力，但是市场主体的多样化

同时又催生了社会阶层和结构的巨大变化，这

又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挑战，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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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和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客观需要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正式将“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对

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建设这个关键问题实现了

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

当中国实现了小康社会目标和进入 21 世纪

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对能

源的消耗在增加，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积

累，同时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约束问题也越来

越突出。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 25 年是侧重解

决温饱问题和短缺问题，是以外延型的经济扩

张为主，那么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的发展面临

的主要是如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全员劳动生

产率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在这个背

景下，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回

答了中国今后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实

现这种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科

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

愿望，举旗定向，谋篇布局，迎难而上，开拓

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

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

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

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科学性、人民性、

实践性、开放性方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在当代

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必须

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不动摇，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

三、新中国 70 年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

和影响世界的历史

70 年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瞬间。但是，中

国人民在这 70 年里，却创造了波澜壮阔、惊天

动地的历史，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

中华民族从此开始了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中国在政治上建

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

新中国成立时，不仅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

改革，广大农民还深受地主阶级压迫，西藏和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农奴制社会甚至

原始社会。但是新中国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

时，很快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到城乡基层

和边疆地区，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文

明的崭新时代。

在经济上，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

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又建立起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积极

因素，不仅整体实现了小康社会目标，而且正

在消除贫困，向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迈进。

工业方面，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在原煤、

原油、发电量、生铁、钢、水泥总产量方面，

美国分别是中国的 13.63 倍、2074.33 倍、80.26

倍、199.28 倍、447.72 倍、54.45 倍， 人 均 产

量美国则分别是中国的 49.47 倍、7531.46 倍、

291.39 倍、723.54 倍、1625.58 倍、197.71 倍。［1］

即使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我国的

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仅为钢 2 公斤，煤 115 公斤，

原油 0.8 公斤，电 13 千瓦 / 小时；而同期世界主

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 82 公斤，

煤 724 公斤，原油 242 公斤，电 448 千瓦 / 小时。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

工业五十年》第 1 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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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钢来说，尽管我国 1952 年的产量已经是 1949

年的 3 倍，但是同期美国的钢产量仍然是中国

的 57 倍，人均产量则是中国的 224 倍。毛泽东

在 1955 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

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

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

而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中国已经成为并多年稳

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上面列举的工业数

据中，除了原油产量因储量原因仍低于美国外，

原煤、发电量、生铁、钢、水泥即使在压缩和

优化产能的背景下，仍然大大超过了美国。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952 年中国才有了比

较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当年中国的 GDP 仅为

679 亿元人民币，人均 119 元；年末全国城乡储

蓄存款 8.6 亿元人民币，人均 1.5 元；国家外汇

储备 1.39 亿美元；财政收入 97.69 亿元人民币；

货币供应量仅 27.5 亿元人民币。从人民生活来

看，1952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57 元；

城镇职工年均工资收入为 445 元。当年全国居

民人均消费水平为 76 元。如今，根据 2018 年

的统计数据，我国的 GDP 已经达到 90 万亿元，

人均 64644 元；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3 万

亿元；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82.5 万亿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 3.07 万亿

美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 182.7 万亿元。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28 元，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413 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4617 元；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为 19853 元。

在教育、卫生和文化建设方面，70 年来同

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相关数据，1949 年普通高校招生 3.1 万人，

在校学生 11.7 万人。1952 年分别上升至 7.9 万

人和 19.1 万人，即使这个规模，由于缺乏足够

的可以升学的高中毕业生，政府还需要动员应

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而到 2018 年，普通本

专科招生则达到 791 万人，在校学生达到 2831

万人；此外还有研究生教育招生 85.8 万人，在

［1］《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29 页。　

校研究生 273.1 万人。1949 年，每万人口中在

校中学生仅 23 人，小学生仅 450 人，到 2018

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4.2%，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达到 88.8%，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则达到 100%。卫生方面，1949 年全国共有卫

生机构 3670 个，其中医院、卫生院 2600 个，

卫生机构床位 8.5 万张；卫生人员 54.1 万人。

到 2018 年，全国共有卫生机构 100.4 万个，其

中医院 3.2 万个，还有乡镇卫生院 3.6 万个，门

诊部（所）24.8 万个，村卫生室 63 万个，卫生

机构床位 845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950 万人。

文化建设方面，1949 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55 个，博物馆 21 个，广播电台 49 个，没有电

视台；2018 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173 个，

博物馆 3331 个，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98.9%，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99.3%，其中

有线电视实际用户 2.14 亿户。［2］

新中国 70 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改变了

自己的面貌，还如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全世界。

中国的发展不仅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证明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而且通过

首倡和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多种形

式的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维护世界和

平与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繁荣方面作出

越来越大的贡献。正如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65 周年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所说：“中

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开创和拓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社

会的美好理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变成了具有

强大生命力的成功道路和制度体系。”“这不

仅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制度保

障，而且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

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3］

［2］以上两段中 1949 年和 1952 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

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十年统计资料（1949-2019）》；2018 年数据来自国家

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2019 年 2 月 8 日。　

［3］《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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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沉淀，历史也需要比较和反思。

回首 70 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甚至再往上回顾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和 1640 年英

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

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的伟大事件，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事件 , 充

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

四、新中国 70 年历史的启示和精神传承

70 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农业为主的

经济落后的国家变成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制造业第一大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国家转变为令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中，几代人为之奋斗和作

出的牺牲，应该被记载下来。70 年的历史经验

应该总结，70 年的伟大精神应当传承。

第一，不甘落后、赶超先进的奋斗精神。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提出了

“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

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和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设想和要

求。［1］20 世纪 60 年代，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

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目标，后来又提出了具体的分两步走的战略规

划，目标是努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三步

走的总体战略部署。2012 年，在解决人民温饱

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

标已提前实现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17 年党的十九大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

了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两

个阶段的任务，即：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

［1］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89 页。

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

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可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中国

人民努力奋斗，不断实现赶超，逐步使中国赶

上了时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为民精神。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

格。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中

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

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

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人民

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开始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新中国 70 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始终贯

穿着这种为民精神。

第三，探索求变、奋发进取的创新精神。

新中国 70 年的历史，还进一步塑造了中华民族

的改革创新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

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努力奋斗，

逐步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在此基

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建立

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进行了社会主义

建设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

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勇

于改革的创新精神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逐步

实现了中国的大发展。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

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42

党 的 文 献
LITERATURE OF CPC

2019 年第 5 期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

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

题，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了更加灿烂

的真理光芒。

第四，心怀天下、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

国际精神。新中国的 70 年，虽然是从贫穷落后

中走来，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始

终抱着中国应该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理念。

1956 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不仅将完全改变过去 100 多年落后的

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

义国家，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对得起世界

各民族，中国才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1］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中国在自己非常困难的条

件下，仍然积极支持和援助广大亚非拉国家的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经济发展事业。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始

终保持与世界各国的密切交往和联系，无私地

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分享发展成果，欢迎各个国

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提出并带头推进“一

［1］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89 页。　

带一路”倡议，在某些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深度

调整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时，继续引领经济全

球化，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

类的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新中国 70 年的辉煌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指

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也

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艰辛奋斗的

历史。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经济富裕、政治民主、

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环境美丽的生活，以及

由此带来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自豪感时，

不应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流血牺牲的先烈们，

不应忘记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后忘我工作、甘于

奉献，甚至牺牲生命的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

不应忘记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新中

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的历

程，不应忘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建设新中国

的伟大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惊人伟力。回望历史

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走向未来，新中国在

经历了 70 年风雨和辉煌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必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将赢得更大的胜利！

（本文系中宣部重大委托项目“新中国 70

年”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732 〕

（责任编辑：杜 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