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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分析
“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王向明 王孟秋

[摘要]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是基

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考察和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得出的重要结论。“新时

代”主要新在迎来了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崭新历史起点，新在确立了分两步走实现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新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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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全新的重大历史判断，

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

深远的意义。同时，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指出，我国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并没有变。这就提出了一个必须廓清的重要理论

命题：在基本国情并未改变的前提下应该如何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到

底“新”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内涵

如何审时度势、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时代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们为后人正确认识时代问题提供了一整套基

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提出要从分析时代

性质、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任务等多方面来

界定不同时代的划分。特别是列宁提出的关于

“大时代”与“小时代”的辨析方法，为我们更加清

晰地分析时代问题进一步指明了研究方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

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

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马克思充分运用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

原理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作出的时代划分，

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主体内容。这种

划分方法主要是基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而社会形

态的演变又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

从大的社会形态上阐述其对时代的理解，显然，这

里的时代必然属于“大时代”的范畴。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

会主义社会两大社会形态“并立”的现象。同时还

出现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转变等阶

段性的变化。面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列宁在探讨

时代问题时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运用社会形态划

分“大时代”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则创新性地提

出了“大时代”与“小时代”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列

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对于如何界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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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全新的重大历史判断，

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

深远的意义。同时，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指出，我国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并没有变。这就提出了一个必须廓清的重要理论

命题：在基本国情并未改变的前提下应该如何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到

底“新”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内涵

如何审时度势、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时代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们为后人正确认识时代问题提供了一整套基

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提出要从分析时代

性质、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任务等多方面来

界定不同时代的划分。特别是列宁提出的关于

“大时代”与“小时代”的辨析方法，为我们更加清

晰地分析时代问题进一步指明了研究方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

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

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马克思充分运用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

原理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作出的时代划分，

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主体内容。这种

划分方法主要是基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而社会形

态的演变又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

从大的社会形态上阐述其对时代的理解，显然，这

里的时代必然属于“大时代”的范畴。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

会主义社会两大社会形态“并立”的现象。同时还

出现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转变等阶

段性的变化。面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列宁在探讨

时代问题时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运用社会形态划

分“大时代”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则创新性地提

出了“大时代”与“小时代”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列

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对于如何界定不

同时代的转变，首先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大时代”

分析方法。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

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

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

史时代。”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

治，由资本主义社会变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因

为时代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就是“大的

历史时代”的变迁。但是，对于已经进入社会主义

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中的具体国家在具体的发展

阶段的具体情况，列宁又强调：“只有了解了某一

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

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②这里的“某一

时代”实际上就是相对于“大时代”的“小时代”，就

是要具体地分析社会主义发展中具体的阶段性特

征，并进行正确的理论概括。十月革命后，苏维埃

俄国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

的转变，都是在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时代

后，对俄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正确判断，才使得

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制定各阶段正确的策略，指导

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科学命题，首先就要理解“大时代”和“小时代”

的辩证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

了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从根本的社会形态上来划

分的，属于“大时代”的历史范畴。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发展又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其间

又必然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社会因素的变化而

经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之一，因而是相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小时

代”。这是第一层的大小时代的对应关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

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出现具体的阶段性发展。

这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成为了一个“大时

代”。这一过程又经历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不同发

展阶段，譬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近30年，是毛泽东同志领

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30多年，则是中国人

民实现“富起来”的历史阶段。这些都属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这个大时代中的“小时代”。这是第二

层的大小时代的对应关系。

正是从“大时代”与“小时代”的辩证关系入

手，我们才能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一方面宣告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又强调，新

时代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

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逻辑地说

明了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时代”虽然没有

改变，但作为具体的历史的“小时代”已经进入了

“强起来”的新阶段，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按照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的阐

述，我国将于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这与邓小平同志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全面实现现代化

至少100年的时间基本吻合。这表明，我们今天的

“强起来”的新时代是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历史阶段的下一个“小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这个“大时代”里的最后一个“小时代”。

正确把握“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就必须进一步了解

“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即“新时代”“新”在何处？

①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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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时代”新在迎来了发展的崭新历史

起点。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是由前一个或

前几个发展阶段积累的结果为新的出发点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毛泽东同志带领全

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比较齐

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尖端

科学技术，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政治上、经

济上等方方面面“站起来”的奋斗目标。其后，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

断深化对内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经济社

会以及人民群众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

性地实现了中华民族“富起来”的目标。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励精图治，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

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目前，我国的国内生产

总值已经达到8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

30%，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中华民族将实现在“富

起来”基础上的“强起来”，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它

具有起点高、基础牢、站位稳等以前各阶段所不具

备的新特征，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

第二，“新时代”新在明确了发展的全新奋斗

目标。“新时代”奋斗目标新在制定了分两步走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这一新步骤可以

简言之为“提前了、升级了”。所谓“提前了”，就是

把原来规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到了 2035 年。所谓“升级

了”，就是在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

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这体

现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文字表述上，将原来的“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修订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将“美丽”首次纳入党的奋斗目标，表明“新时

代”不仅要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要注重高质

量、高效益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第三，“新时代”新在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的中央。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道路不外乎有

两条，一条是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

特征的现代化道路；一条是以干涉别国内政、损人

利己为特征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正是前者的主

要创立者和代表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

“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不断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其优越性。中

国始终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走出了一条具有自

己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向世界宣示：

中国的发展之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

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时

代化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710009）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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