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论十大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也是党的理论文献名篇。近 60 年前，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对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十种关系，做了极富前瞻性、革命性的战略思考。

虽然其深刻的思想由于后来“左”的错误没能得到贯彻，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篇东

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今天，重新研读这篇经典著作，

依然能感受到超越时空的魅力，感受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勇气和时代担当。仍然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一、《论十大关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1956 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也随之由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

帮助下成就喜人。但是，在许多方面基本照搬苏联，因而建设中还存在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

矛盾和问题 。另一方面，当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

报告。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就是讲，苏联、苏共、斯大林并非一切正确，

这就警醒人们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国内外的形势使毛泽东认识到，如同革命道路不能

照搬苏联经验那样，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不能照搬苏联模式。正因为如此，他在论“十大关

系”时首先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

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对此，我们要“引以为戒”。但是究竟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这

是一个前无古人，且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走俄国人的路”行得通吗?这是当时必须回答

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不辞辛劳，开始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对经济

工作的系统调查。他在听取了 34 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一些问题与

有关负责人进行探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经验，思考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由此，

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命题。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益探索的开创性篇章。实践证明，《论

十大关系》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和提出的方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正确的，这些独创思想，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巨大贡献。 

二、《论十大关系》以苏为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论十大关系》报告无论从它的形成过程，还是所阐述的内容，都贯穿一条红线--实事

求是，就是“中苏对照,以苏为鉴、探索新路”。一方面对每一关系的现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



析，另一方面，主要就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 (矛盾) ，以苏为鉴，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新的

思想、观点和方针。第一部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指出：如何处理重工业和轻

工业、农业的关系实质是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这方面苏联东欧有教训，苏联片面地注重发

展重工业，造成了重、轻、农三者的关系不协调，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

平，物资供应总是处于十分短缺的紧张状态。我们怎么办?毛泽东辩证指出，我们要在以重

工业为主，是投资的重点，但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

农业、轻工业。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

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第四部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

人的关系”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

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

极大的损害。”“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

方面，尤其要照顾农民利益，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和独立性。第七部分“党和非党关系”指

出：“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

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

可见，《论十大关系》各部分关系阐述都是总结和借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中的经验教训，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大胆解放思想，走符合中国实

际的建设的新路。 

三、《论十大关系》初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发展新模

式 

《论十大关系》的十条关系中，不仅涉及经济体制问题，政治体制问题，还涉及新中国

文化和社会建设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新方针，闪烁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发展模式的新的思想火花。贯穿“四位一体”新模式的基本

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从经济层面看《论十

大关系》前五部分对如何突破苏联传统僵化经济体制、在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道路、经济管

理体制、区域经济分布、分配关系问题等都有具体论述，这是十大关系的最主要内容。中间

四部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

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同苏联模式相比有很大突破和创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

系上，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搞好经济建设；在党派关系上，要实行

“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方针；在处理敌我矛盾上，要促进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的转化；在

处理党内外是非上，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关于文化建设问题，体现在处



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要学习外国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956年 4月 28日，毛泽东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发言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明

确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关于社会建设，集中体

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多搞经济建设”“提倡关心群众”等一系列

“以民为本”的内容上，这些表述散落在《论十大关系》各部分当中。比如，他指出：我们

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

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利益，始终是我党工作的出发点。

《论十大关系》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的立体模式。 

四、《论十大关系》对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几点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把它上升到，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战略高度。《论十大关系》蕴涵的重要思想及科学方法论对于正

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种重大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和化解各种

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改革行至“深水区”，进入“攻坚期”，两难问题突出，改

革与发展问题相伴，经济与社会矛盾交织。GDP高速增长和资源环境压力、要稳增长也要调

结构，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环境，要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也要抑制通货膨胀，要提高劳动报

酬也要控制企业运营成本等等，面对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破解错综复杂

的矛盾，迫切需要我们从中国国情和建设的实际出发，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辩证地处理改革

发展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主要方面的关系，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全

方位调整，最大程度聚合着改革正能量，激发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2.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协同推进。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呈现出整体全面推进的特点，经济改革与社会、文化改革同步，促

进发展与保障民生的改革协调，各项改革相互呼应，形成合力。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坚

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的路径，把“摸着石头过河”

与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更加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当前，政府改革一马

当先。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审批改革，国务院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 300多个。

简政放权，用政府权力“做减法”换市场活力增加。面对经济下滑，坚持转型升级不动摇，

既稳增长，又调结构，保持了经济平稳发展。重点领域改革力度加大。财税、金融、价格、

投融资、民生保障、农业农村等领域，推出多项重要改革措施。“营改增”扩围，让企业轻



装上阵；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让创业门槛大大降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外开放有了新突

破……一项项重要改革，增添了经济活力，人们感受到了“啃硬骨头”的决心。 

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注重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征途上，始终存在着

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问题。当前，加强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已成为世界主

要发达国家政治革新的主要趋势。他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也有一些失败教

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毕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三四百年，他们有了比较成熟的市场、

严格规范的政府、具有自治和自律精神的公民以及较为完善的公民社会，这些为我们发展市

场、规范政府、协调央地关系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有益经验。只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尝试 。 

 

（资料来源：人民网，2015年 11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