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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

前言

　　四川省委党校的周治滨先生让我给他的新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作个序，
并讲了两个很硬的理由：一是25年前就听过我的课，从此便成了我的忠实“粉丝”；二是该书多处引
用了我的观点，参阅了我的著作和文章。其实，周先生用不着讲这些理由。作为一个毕生从事社会主
义理论研究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看到不断有新的学术后辈关心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有新的社会
主义学术成果涌现，我总是心满意足，无限欣喜的。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
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思想。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基本价
值”的提法相近，最早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在其《哥德斯堡纲领》中首次提出的，其主要内
容是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为的是平息党内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社
会主义基本价值”概念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多数社会民主党迅即
认同，使之逐渐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公认的社会主义普遍价值，但却受到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
党人的严厉批判，指责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提出，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已经公然由“制
度社会主义”蜕变为“伦理社会主义”，由“半遮半掩”的反马克思主义走向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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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

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内容简介：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思想。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
”的提法相近，最早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在其《哥德斯堡纲领》中首次提出的，其主要内容
是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为的是平息党内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社会
主义基本价值”概念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多数社会民主党迅即认
同，使之逐渐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公认的社会主义普遍价值，但却受到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
人的严厉批判，指责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提出，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已经公然由“制度
社会主义”蜕变为“伦理社会主义”，由“半遮半掩”的反马克思主义走向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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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

作者简介

　　周治滨，现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
人，四川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近十年来，先后独著、
合著、主编专著、教材l8部，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
转载1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5项、二等奖5项（含3项集体奖）、一等奖2项（含1个集体
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6项。代表作：《先富群体的行为导向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国家社科规划基金“九五”一般课题，获四川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构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新机制》，获四川省第13次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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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

书籍目录

引论 我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第一节 马克思恩
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视角和方法第三节 正确看待马克
思恩格斯本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第二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的科学内涵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和探索第一节 列宁的新型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十月革命的胜
利第二节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早期探索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
的反思第四节 关于十月革命和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启示第四章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与启示第一
节 联共(布)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争论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及社会历史根源第三节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功过和启示第五章 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第一节 苏东各国社会主义
改革的发展过程第二节 苏东各国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第三节 苏东各国社会主义改
革的教训和启示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新课题第一节 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
化第二节 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第三节 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第七章 民主社会主义的自我
调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挑战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
义的自我调整和发展第三节 如何看待民主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第八章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一节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战略策略
的分歧第三节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分歧第九章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
与教训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原因和教训第十章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第一节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历史地位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视角和
方法第十一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展第一节 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探索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第二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第三
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和新视角第十二章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阶段第一节 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
的科学内涵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发展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结束
语 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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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以及各国共产党内残酷的党
内斗争还有其他多种原因，如权力斗争、个人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等。但是，
不可否认，无论国际工人运动和党内斗争的原因有多么复杂，思想和认识上的分歧总是其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而且，即便是权力斗争或民族矛盾、国家利益冲突，也总是要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的三次斗争，前两次肯定存在着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冲突双方都极力回避
这个问题，而以列宁的忠实继承人和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苏南冲突，核心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是南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与苏共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矛盾与冲突，但苏共却硬是给南共扣上一顶
“富农党”、“修正主义党”、“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1968年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组织对捷克斯洛
伐克的武装入侵，实质是不满意捷共独立自主的改革路线，但名义上也说是为了“拯救捷克斯洛伐克
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可见，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
仅是导致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分裂的重要原因，而且还成了一些大党、大国推行大
党主义、大国主义，干涉其他小党、小国党内事务、国内事务的合法借口，成了一些党堵塞言路，强
求思想统一，开展残酷的党内斗争的有效工具，并使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趋混乱，乃至于最后演变
成谁有权，谁说的话就是真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出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二战后不同社会主义
流派在其社会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和新挑战。　　一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分裂为社会党领导的民主社
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两大流派。共产党领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
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巨大成功和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在二战后一度有了很大发展，其鼎
盛时期发展到200多个政党，8000多万党员，在15个国家执政，人口、幅员、产值各占世界1／3。然而
，就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席卷全球，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不可逆转的时候，以苏
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却在实践中逐步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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