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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对于俄国能否逾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

提出的理论设想，它为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长足发展，不仅要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更要克服资本

主义的各种弊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

果，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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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以下简称“跨越

设想”）是马克思针对俄国能否逾越资本主义

的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而提出的理论设想，

该设想的提出为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

一种可能的道路选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

求是的理论精髓和方法原则，对中国改革与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地跨越了资

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改革开放后探索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克服资本主义

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弊端。实践证明，我国

“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

大成就。在新时代的今天，要更好地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

个自信”的共识和认同，不仅需要保证生产力

的提高，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还需要坚守

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和价值追求。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重要

意义

　　针对俄国存在大量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特殊

国情，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

谷”，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

中来”［１］４３６。马克思曾多次论述过这一观点，如

１８７７年１１月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

的信中第一次明确指出，《资本论》中“原始积

累”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

径”［１］１２９，“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１８６１年所开始

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

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

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１］１２９。马克思在１８８１

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又指出，俄国“能够不

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

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１］４３６。１８８２年 １

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言中再

次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

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

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

点。”［２］６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反复强调东方社

会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为世界东方

的社会发展指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１．“跨越设想”为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

提供了可能性道路

“跨越设想”是马克思晚年对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

地论述了“两个必然”的规律，即资本主义必然

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其最初设想是共产主

义会首先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跨越

设想”则补充了这一最初设想。“跨越设想”虽

然只是初步构想，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但它从理论上指出了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

义的可能性道路，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用等

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

权，借助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设想

蕴含着三层意思：其一，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

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其二，跨越资

本主义阶段的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

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其三，资本主义取代封建

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跨越资本主

义阶段，一定要吸收或借鉴其积极因素，即“享

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并在此基

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跨越设想”不

是简单地主张跨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还尤

其强调要避免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从而为落

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

论根据。

２．“跨越设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

是的理论精髓

“跨越设想”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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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精髓和重要品质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又何尝不是实事求是的

呢？“跨越设想”就是马克思在看到了俄国的

实际情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之处而提

出的，从根本上秉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曾

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主要任务就是宣告现

代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

到来。这意味着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俄国能否也选择这样的发

展道路呢？在俄国有一大半的土地属于农民公

共占有，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并不发达。

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呢？马克思的回答是：“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

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

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

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

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

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

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

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

主义发展的起点。”［２］６这充分说明，马克思的思

想和理论是实事求是的，是与时俱进的，是不断

发展而非一成不变的，否则他给查苏里奇的回

信也不会一再修改。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实

现方式的认识也是与时俱进的。他最初认为，

社会主义首先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

后来认为有些国家，甚至贫穷的国家、非资本主

义的国家也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

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见，“跨越

设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

精髓。

３．“跨越设想”的运用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

“跨越设想”既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

求是的理论精髓，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

要努力学会这种实事求是的方法，即要学会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和运用马克思“跨越设

想”时要把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本国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实际情况相结合，一定要

实事求是，而不能拘泥于文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理论只有与历史的、具体

的情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毛东

泽曾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必

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

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 ‘本本主

义’。”［３］１１１－１１２邓小平也曾讲过：“实事求是是马

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

践，靠实事求是。”［４］３８２所以，一定要充分领会马

克思“跨越设想”的精神实质，决不能照搬照

抄、拘泥于文本。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一思想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定要使之中国化。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国的历

史选择

　　“跨越设想”提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选择，即落后国家可以不用花费很多时间去等

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后再建立社会主义国

家，而是可以通过首先夺取政权的方式来建立

社会主义国家。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中国革命和

建设所走过的道路。就此而言，马克思“跨越

设想”中所蕴含的某些具体观点，已经被纳入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跨越了资本主义

阶段

１９２０年代，在诸如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

自由主义等各种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中

国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

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后，中

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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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人围绕救亡图存提

出过种种主张，很多人曾经想向西方学习，如严

复、康有为、孙中山等，甚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也曾试图学

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实践证明都

行不通。清朝末年维新变法派学习西方搞君主

立宪制，孙中山辛亥革命后试图照搬西方共和

制，蒋介石搞的所谓“民主宪政”，其结果都没

有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历史的

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

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反复比较、探索，

终于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阶段，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邓小平曾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

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

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

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

得了胜利。”［４］６２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在中国革命取

得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

历史地“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立了社会主义，

建立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民主制

度等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经济、政治制度。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前辈们未必已经对

“跨越设想”了解得足够透彻，也未必以此“设

想”作为革命的理论指导，但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实实在在地把马克思的“跨越设想”

在中国由理论变为了现实。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跨越卡夫丁

峡谷”的新路径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

合中国实际，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创了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先例，探索出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针对１９７０年

代末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依然比较贫穷、人

民生活水平依然较低的情况，邓小平提出“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４］１１６。

作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制度，社会主义要创

造出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就不符合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４］３７４。而要解

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就必须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

必须扬长避短，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

经验等，“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

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

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

资金”［５］１２７。

邓小平虽提出实行改革开放，但他反复讲

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强调，“社会主

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

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

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

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

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５］２３５－２３６。他

指出，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借鉴西方的管理经

验、市场经济模式，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

不是要完全照搬资本主义或重走资本主义道

路。这与马克思“跨越设想”中不通过资本主

义但可以“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

果”的思想是一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可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跨越卡夫丁峡

谷”的崭新路径。

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克服“卡夫

丁峡谷”的弊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地选择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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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使马克

思的“跨越设想”由理论变为了现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开创了“跨越卡夫丁峡谷”

的新路径，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与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行驶

至新时代之际，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是举世瞩目

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是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

当前，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我国城乡、区

域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发展质量和社会效益亟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

任重道远，人的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尚需提高，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西方极为强势的

价值观念不断挤压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的空

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不断侵蚀国人尤其是青

年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卡夫丁峡谷”的弊端至

今犹在、危险尚存，值得我们从思想上深刻反

省，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从实践上进一步深化改

革。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新矛盾、新问题和新

任务，中共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判断，指出我们不能满足已有

成就，不能停留在已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上。

新时代，我们需要在努力克服“卡夫丁峡谷”的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弊端的前提下，进行积

极的理论思考和创新，进一步促进国人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认识的极大提高。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坚定

“四个自信”

　　对于“跨越设想”本身以及与之对应的现

实实践，有些人并不认同。比如，批评俄国社会

主义道路是“早产儿”，以此指责中国道路，甚

至提出我国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需要效仿

西方的制度设计和文化理念。邓小平当年强调

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但是当我们相对富裕了之后，有一些人

却仍然怀疑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例如，国外

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等同于“中国特

色资本主义”，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

不姓“资”也不姓“社”等。［６］

这些学者可能由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掌

握材料的不足以及立场、观点的不同而导致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偏差和局限性，

也或许是在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站台，

试图诱导我们向西方价值观看齐。对此，我们

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否体现了其应有的优越

性？应当承认，除生产力方面外，别的方面如公

平正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我们做得还不够

好；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贪污腐败、道德失范等

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些问题与社会主义本质

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之

后，我们还应思考“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的问

题，而这些问题在新时代突出地表现在要克服

“卡夫丁峡谷”的弊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

信”的认同，必须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又要努力克服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我们已经

基本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弊端，即初步克服

了极端两极分化的弊端；也避免了其政治弊端，

即克服了其只满足资产阶级权益而不顾普通大

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弊端。当前我们急待解决的

是文化领域和精神层面的问题，急待解决生产

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有相当程度

的提高之后的问题，那就是：更加注重精神追求

和价值标准等方面的软实力建设。中共十八大

提出了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其基本内容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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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诚信、友善”。这是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全体

中国人共同的主流价值观，它将国家、社会、公

民三个层次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回答了我们

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营造什么样的社会、培育

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它寄托着近代百年

以来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万众一心上下求

索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同时承载着每个中国人

的美好愿望和价值追求；它从理论上完善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规

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

当前，面对东西文化的交锋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意识的多元

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价值观上克服资

本主义的文化弊端显得格外紧迫。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战略任务，有利于凝聚全社会思想共

识，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为全国各

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础；同时，还

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逐渐形成社会主义的价

值追求与良好道德风尚，以便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汇集强大动力。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讲清楚其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社会主义制度

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与

资本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

在继承和发展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价值追

求。有人鼓吹西方的“普世价值”，妄图用西方

的“普世价值”替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目

的在于推行“普世价值”掩盖下的资本主义制

度，使我们深陷“卡夫丁峡谷”。进入２１世纪

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相继发生

的“颜色革命”，就是由美国幕后支持反对派，

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追求所谓的“普世价

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迭的现实例证。

其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讲清楚我们仍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

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本身

是开放式的、兼容并包的，是在扬弃了本国本民

族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

和民族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这与马克思的

“跨越设想”是吻合的。我们既不能照抄照搬

别国的发展模式，也不能盲目排外，要虚心学习

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曾

经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

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

的一切文明成果”［４］３７３。吸收借鉴不等于照抄

照搬，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是为了服

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

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

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５］１６８。

最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

须做到实践与理论相统一。马克思在《〈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

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

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人。”［７］４６０这表明，理论的彻底性是说服人的重

要保证，但是，如果人们能亲眼看到理论指导下

的实践活动与理论相统一，则更能说服人。然

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我国

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的

实现上，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要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新时代的重

要任务就是党和政府必须真正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从而达到实践与理论的统一。这就

要求我们要花更大力气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实

现平等正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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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

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４］１１０－１１１。

所以，只有在实践中逐渐落实和实现这些价值

追求，理论才能够进一步掌握群众，并更有说

服力。

２．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现社会主义

强国目标

“跨越设想”告诉我们，实现跨越之后既要

吸收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又要克服资本

主义的各种弊端。对此，党和国家已经有清醒

的认识，并且开始付诸实际行动。中共十九大

强调，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首先，这里的“富强”就是要实现国富民

强，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社

会进步、历史前进、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

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

达的基础上，无限丰富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全

社会每个人的需要，人们才能摆脱生存竞争的

束缚，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觉、自由的主

人，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的最高社会形

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所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曾经赞

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

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

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２］３２。西方“普世价值”之所以在我国拥有

不少信众，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强大的科技与经

济实力。由此再次证明，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发

达的生产力水平，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体

现。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富强目标是国富民

强，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是人民的共同

富裕、共同幸福，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

少部分资产阶级的富有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的贫穷。这是在经济上要克服资本主义的

弊端。

其次，这里的“民主”在当代中国就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真正实现全体人

民当家作主，保障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

由我国的根本性质即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所决定

的，同时，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也为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种新型民主与封建社会的民主、西方资本主

义的民主具有本质区别。封建社会曾经也有过

“当官要为民做主”的价值理念，但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和制度前提下，为民做主的实质仍然是

为官员做主而不是为人民做主。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是资本主义的“金钱

民主”或“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在以“资”为

本的社会里，当家作主的也只能是一小部分人。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目标可以很好地克

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上的弊端。

再次，这里的“文明”“和谐”既是对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同时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是对西方资

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国

度、礼仪之邦，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开放

包容的理念，即使将来处于世界强国地位也不

会侵犯别人一寸土地。与西方某些国家的“殖

民文明”“侵略文明”和“霸权文明”相比，“中华

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

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

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

护和平、共享和平”［８］。在这种先进文明理念

的引导下，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发展指日

可待。

最后，这里的“美丽”既指环境美、生态美，

也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心之美。相

比较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利益驱动而过度开发自

然的行为，新时代的中国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

与人的和谐之美，追求的是“建设美丽中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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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全球生态安全”［９］３９３，既要实现中国的美丽，

也要实现全世界的美丽，是具有国际主义情怀

的更为开放的价值追求。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在节能减排、世界环境问题上却不断推卸

责任，甚至不惜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至其他

国家或地区，只顾及本国的和眼前的利益得失，

这种做法充分显示出资本主义的极端自私自利

性，着实令人不齿。毫不夸张地说，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都是在努

力克服“卡夫丁峡谷”的弊端。

总之，马克思的“跨越设想”说明，社会主

义既可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也可能在

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对很多落后国家选择国

富民强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民主逐渐完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正逐

步实现，尽管距离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所设想的

社会主义仍有一定距离，但我们已经历史地跨

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将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变

成了现实，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政

治前提和社会制度保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引领下，我们不但要实现资本主义发展阶

段的跨越，也一定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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