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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 东 同志 的 国情 理 论

房成祥 房小兵

国情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认识我国的国情,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情况

的巨变,先进的中国人一直注视这-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

国情问题都进行过探讨,发表过一些见解,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本

质,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佳质。远的不说,仅就当年留学日本的李大钊来说,1914年 在他还

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时,曾在 《甲寅 》杂志第 1卷笫 4号上发表过题为 《国情 )的文

章。他说: “自
‘
临时约法

’
为集矢之的,而世之谈国情者众。”①不仅国人谈国情,美国

人、 日本人也谈中国的国情。李大钊认为: “
欧美人之言,岂尽可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

恐此憾终难弥耳。”②他主张国人自己研究国情,并发表了不少好见解,但仍未能揭示中国

社会的本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产跬了中国共产党:中 国

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

的不乏其人,主要有恽代英、周恩来等,其中毛泽东是杰出的代表。

-、 研究国情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国情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

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始终主张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

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侯,便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观察中国的问题 ,

认识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1920年 3月 14日 ,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 “
吾人如果

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 f中 国
’

这个地盘。对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
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③毛泽东为以中国为其活动的地盘,当时曾多次到工厂和

农村进行考察,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事业J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社会考察和革命实践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他在解决中国革命的
实际问题中,初步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

文中,总 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为共产党 “要有不领错 路 和一 定 成 功 的把
握”④,就要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 于革命 的态
度,从而解决革命的战略问题。这就实际上提出了制定党的路线要以中国社会实际即以国情
为起点的思想。

`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斗争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匣大的勇气同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



行竖泱∷的斗争,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认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

中国情况”⑤,要正确处理 “本本”同实际的关系。他还从宇宙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调

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者名口号,从方法论的高度解决了国

情研究的剧论指导问题。这个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为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

理论和路线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作的巨大工程中,概括了中国革命

的经驵,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明确了中国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上所处的方位。应该说,这时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已被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 “我们

才有了自由”⑥。这是毛泽东长期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晶。词时,也使毛泽东关于

阍婧Ⅰ的理论系统化。他不仅赋予国情析念以马克恩主义的崭新含义,而且强调研究国情具有

蕈要∷的:荩义。他说: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切革命问题的岛本的根据。”⑦这个著

名汾渐眚诉桨们,沐清中,国 的国情,是认清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1性质、前途和转

变·tg根据。而革命妁任务、对象、动力和性质关系到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所-以 ,认清国

睛是制定党的玫治路线的体据和靼点。换言之,认清国情是制定党,的政治:路 线 的基 础。因

此P毛泽东总是以灶会实践为基础,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9解剖社会各阶级,明确各阶级今

与昔的睫衰荣辱情况,结合国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纲领和路线,引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

利。

=.国
唷的内涵

究竟什么是国情?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解释迥异。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i的基本观

点,根据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新民主主义论》等

著作中关于国情的表述,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书第一章第三节对中国社会

猢兮析9不难覆出,屮国共产党人为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氵为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

豫∴簿P所依坶的国清主要是社会国情,不是其它范晡的国懵。

那么,国情的内涵是什么?这是必须回答的-个润题。

体据毛泽东的观点,我们认为,国清的本质属性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不能说阍情决

定社舍性质。毛泽东涕: “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阍的 国情”⑧。又说:

“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9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⑨。毛泽东的论淅告诉我们,在某种意义

△说,国情就是社会性质。不能把国情的本质属性与国情的特点混为一谈9把阍情的本质解

释为模糊不清的所谓社会因素综合。既然国情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质,所以,领导一个国家

镩萃命,瑚寒点应该是研究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社会

阶级关系9决定社会性质。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和政治是处

碑相耳作用中和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拘成社会形态有机体

幕的两个基夺巽素ρ-种经济关系一旦建立,它就给予政治体系、政权以决定性的制约力,

从雨决定国家、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苋思特别注意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马苋思的重要著

作《资本论》就是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社哙经济制度的。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

层建筑,即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以及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
律等铒构和制蓐。困比,正确地了解什么是经济基础9什么是它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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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以及它们和生产、生产力的联系,就能旺确地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就有可能揭示整个

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明确社会的性质、阶级构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所以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在 国情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 ,

它在社会国情研究体系中具有基础的作用。假如研究闼情而不研究社会性质,不研究经济制

度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构成与阶级关系,就等于抛开了国情的基本内

容:绝对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此对革命造成的后吴是可想而知的。

·社会性质与社会历史特点密切相关。毛泽东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

展;我们是马克忠主义历史主义者9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⑩实际上任何一个 国家和民

族,在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9历史自身都分成阶段,表现为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不管这个

社会当时处在什么阶段,它的发展都是否定自己以前的存在形式。但是,每一代人要创造新

生活9又不能不依据过去遗留的条件来创造历史。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 自己的历

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

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卞创造。”⑧所谓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揩

历史遗产而言。一个国家的历史遗产是一个国家在厉史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 “物质文化”财

富和 “精神文化”财富的总和,内容非常丰富。从社会国情的研究角度着,任何国彖现时的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从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崮

共产党》一书中,在分析中华民族古代的、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充分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联系。毛泽东挤

究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方法论告诉我们,必须尊重自已民族厉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不能割断

历波。每个国家
‘
历史的发展都要纳入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长河中,显示出它的发展方向。但

它还会着上民族的色彩,显出自己的历史特点来。如果研究国情离开了本民族的社会厉史特

点,照搬别国的模式,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不可能制定出适合本国实际的革命或建捩的

路线,不可能体现出民族的特色。

任何国家都处在国际大环境之中,所以研究国情还要研究国际环境对崮家的髟响。毛泽

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 “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

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②囟为,资
本主义社会出现后,随着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并相互联

系在一起-无
一例外。任何国家都是构成世界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掠夺,所

以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除互相影响和依存外,还有互相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帝 国圭义时

代,这种矛盾和冲突尤为激烈。因此,国际环境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都有髟晌。饿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这就妾求共产

党人必须认真研究与国情密切相关的国际环境。关于这个问题9毛泽东曾明确指出
′
9要认清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必须研究 “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⑧,必须研究对世界历史发展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以明确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9确定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

地位。

总之,国情是有质的规定性的范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夕不能随意解释。



三、国倩的特点

毛泽东研究中国的国情,不仅注意把握国情包括的各种因素,涉及的各个方面,揭示国

情的本质,而且还注意研究国情的基本特点。依据毛泽东研究国情的方法论,国情的特点主

要是 :

1.全局性。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书 中指出,国情是国家现实各种情

形的 “综合”。毛泽东分析中国国情时,就是研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阶级关系、

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后,概括了中国国情的特点。所以,必须照顾国家的全盘

情况,把它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地看待国情。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雨存

在;全局是 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因此研究国情又必须研究各种因素、各个方面。既要看

到经济也要看到政治和文化,既要看到现实也要看到历史的变迁,既要看到本国也要看到与

世界各国的联系。研究国情照顾有关全局的某些方面,也是为了照顾全局。所以,还必须看

到国情各方面广泛的、多层次的联系。否则,如果只看到国情诸因素中的某个因素或某些囚

素而非全部因素,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过分强调政治方面,否定经 济 的 决 定作

用,在理论上就要犯唯心主义的错误;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囚素,强调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

把它作为观察国情的唯
一

标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济唯物主义。只有用全面的观点

看国情,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纲领和路线,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否则,在决

策时就会失之偏颇,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受客观规律的惩罚。

2. 动态性。唯物辩证法认为,现实世界的每」事物、每一现象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发

展和变化之中,处在产生和灭
′
亡、破坏和创造的过程中,国情也不例外。毛泽东 模 范 地运

用、实践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这一基本原理,他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书中,分

析国情部分仅压000余字,却有16处讲变化,26处讲发生发展,把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社会的

巨变分析得淋漓尽致。∷可见,国情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系统。既然国情 是 不 断变化

的,人们对国情的认识也应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党要善于观察和分析这种矛盾运动,

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制定符合客观事物发展需要的方针和政策。否则,如

果把国情看成是静止不变的,在理论上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因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

的变化,也要违背马克思主义,即使原先是正Ⅰ确的思想和决策也会走向反面。

四、研究国情的目的

研究国情、扔究社会性质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揭示国家的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和条件,引导国家走上新的发展阶段。因而研究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在

在国情研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把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看出生产 力 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些矛盾

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起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

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

的初期阶段,抓住申国社禽,特别是农村关系进行调查研究,进行解剖,从而弄清了中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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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了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和革命路线。由
于社会各阶级间关系错综复杂,随着民族矛盾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阶级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毛泽东随时注意分析革命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矛盾情况的变化。1θ 35年 ,日 本制造了侵略中国

的华‘北事变,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行动,使中国

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及国内阶级关
洲发生变动的新形势,确定中国共产党要及时转变策略路线。毛泽东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

导方式,也必须随着改变。”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书中,在分析中

国社会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

泽东认为,中 国长期封建专制的统治,难 以形成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成为

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障碍。中国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在
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 “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

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 :

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④这不仅说明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各阶级间的

相互关系是研究国情的重要内容,雨且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研究国情的 〃终极目的是要明了

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⑩,进而认清一切革命问题。毛泽东的革命实

践活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时期,毛泽东全面剖析了中国的国情,深刻分析了中国社

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论证了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中国

人民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

国情研究如果忽略对我国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或者对主要矛盾判断夫∷

误,都很难搞清革命的任务,免不了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统治全党达 :

硅年之久的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者,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不做调查研∴

研究,不知谭客观地考察阶级力量对比及其变化,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

们抓不住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否认中国经济是 “微

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 存 在”⑩的事 实,夸大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经

济中的比重,因 而在革命任务上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由于他们没有抓住主要 :

矛盾,也就把握不住中心,找不到重点,也就无法完成革命任务。1931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九 ·∵八”事变,公然侵占了我国东北,使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宁巨大 的变 化。但 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事实,不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 ,

却提出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组织 “苏联之友”协 会,结 果 脱 离 了群 众。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能预见事物矛盾发展变化的趋势,而且在主要矛盾已经发l± 变化

时,也不能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把注意力及时地转移到新出现的矛盾上来。当时,民族资产阶

级要求抗日、支持抗日,提出了停止内战、抵制日货的口号;这种活动,既是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浸硌,也是反对推行不抵抗政策,阻挠抗日力量发展的蒋介石集团。王明 “左”侦冒
隆主义者不仅忽视和否认阶级关系已经发生的变化,而且也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

变化,不去利用敌人的矛盾,不去争取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形成严重的关门主义,使党陷入

孤立地位,丧失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革命的大好时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



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充分说明了揭示社会主要矛盾、研究阶级
关系在国情研究中的意义。

五、新时翱国慵认识的飞跃

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要适合中国的国情9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国情。邓小平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中指出: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
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要求我
们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淡的道路。这就
指明了党的思想路线,为确定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党端正了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 的思 想路
线,所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国情的
认识实行了一次飞跃。党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我 国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经济建设上取
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

′
我们的起点低,人 口众多,平均资源相对短缺,至今经济技术文化

水平还比较低,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9还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锘要同落后的社
会洼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工定范围内还将
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

原则的斗争,并且会同的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 “和平演变”和反 “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

联系;社会主义已经在申国大地上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 由于它是工个新生的mlJ度 ,

还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还必须进行改革。中国的上述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处于

牡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党正是基于对上述国情的正确分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竖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总的精神 “就是婪遒过社会
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
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⑦

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是党为实珈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从我国的

客观实际和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在这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十
几年的时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稳步的发展,人 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
加强。这又一次证明,从我国国情出发,制定正确的路线的重要性。

总之,国情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
库。以国情为实践的基础9并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制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我们必须永远竖持
的思想路线。

注释 :

①② 《李大钊选集 》,第压页,第 7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 》,第4m页。

④⑥⑦⑧⑨⑩②⑧⑩⑩⑩ 《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 第二版,第 8页 ,第 115页 ,第 633页 J第 -33

页,第 es5页 ,第 sB4页 ,第 303页,第 666页 ,第 631页 ,第 11息 页,第 188页 。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 826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03页 。

⑦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L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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