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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改造”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孙建华 于婉华

[摘 要]没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就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三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

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

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

工业体系等，由此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三大改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使之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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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

发展、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奋力拼搏，砥砺前

行，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全方

位、开创性的伟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

路，得到了世界多国的认可和支持。与此同

时，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杂音甚嚣尘上。他们

戴着有色眼镜，惯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否

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贡献，特别是通过否定新

中国成立后的“三大改造”来抹黑中国共产党，

歪曲社会主义，甚至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三大改

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进行的最为广泛而

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一、新中国进行“三大改造”有其

历史必然性

没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的确立，就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无从

谈起。我们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成就否定

改革开放前的贡献，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贡

献否定改革开放后的成就。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源自于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和历史选择。在

我国，用“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有

其历史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

必然结果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

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救亡图存，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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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曾指出：“帝国

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

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p.632)鸦片战争后，随

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有识之士迫切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中国人便接

二连三地从西方搬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

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略。他

们组织过政党，发动过革命，真诚地希望效法

西方建立起资产阶级现代型国家，梦想中国走

向独立、富强和自由的发展道路。可是直到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没能解决救亡图存的现

实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民

族和人民树立了榜样，给苦思冥想探索“中国

向何处去”的进步人士提供了新答案，资本主

义道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时李

大钊历史性地从一个激进的民主战士转向了

马克思主义，不久，一大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

觉悟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危亡的

关键时刻纷纷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大旗。显然，

先进的中国人怀疑西方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

的可行性，继而又通过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

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鲜明对比，才认识

到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救亡图

存的良方。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1949 年 10
月 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由此，中国社会揭开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

性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新篇章。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民主主义

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

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p.651)在

当时的中国，随着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步成为国内主要

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中国社会必然要实现

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土改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经济建

设构建初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改造具备了现实条件。党的七届三

中全会针对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主要工作做

了重要部署。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

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3](p.144)针对这次会议中提出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做了重要批示，认为

在这个时期中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改造，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是中国

共产党开展其他工作的重要指南，沿着这个

指南前进，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

建设过程中发生错误，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

义经济发展。

（二）马克思科学预见了落后国家可以“跨

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中国革命采取什么样的道路和战略必须

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上，只有弄清楚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途

径和方法。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切民族

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

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

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

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度

上，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p.163)而对于

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给出明确

的指导意见，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

况作出具体的分析，找到适合中国民主革命的

战略和方法。

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

的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在透彻

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科

学战略。他指出：“很清楚，中国现时社会的性

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

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

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

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

第二步，使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

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

步。”[1](p.666)相较于“一次革命论”对于革命界限

的模糊和“二次革命论”对于革命领导权和革

命前途的动摇，毛泽东的“革命分两步走”战略

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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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权，避免了革命误入资本主义歧途，完美解

决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衔

接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中国革

命的第一步，但这并不代表革命胜利后就要建

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反

之，我们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

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

会”，这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标志着中国革命第

一个阶段的完成和第二个阶段的开始，从而

“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pp.671-685)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为中国社会

向社会主义转变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同

时为这种转变创造了条件。早在 1937年 5月

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

泽东就曾指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好比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了，下

篇才能做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文

也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

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

然趋势。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

后，在做好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之后的工

作部署中，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就做了科学

分析和合理规划，即稳定地由农业国转化为

工业国，稳定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化为社

会主义国家。这时的新中国更加需要中央集

中力量，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服务，再加上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遏制新中国的发展，

中华民族更加坚定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

二、“三大改造”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三大改造”

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马

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践，

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

化，使新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

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

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可谓中国共产

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一，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

经济制度。在农业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从我国农村实际出发，我们党通过农业

合作化，制定并实行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对

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通过建立互助组、成立初级社、发展高级社，循

序渐进式地把原先一个个独立的农民个体变

成社会主义集体，转化为相互合作的集体经

济。从 1951年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决

议，1955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

1956年底 96%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

作社，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农业的

改造略有不同，但在整体上也是通过供销小

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这样一种由低到

高式的方法，把原先个人的手工业模式融入集

体所有制经济中来。社会主义手工业的具体

改造开始时间稍晚于农业，从 1953年的 11月

到1956年的年底，全国大部分手工业者通过合

作社模式加入了集体经济建设行列，基本完成

了手工业合作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造和农业、手工业的两大改造不太一样，主要

通过“和平赎买”进行，将原来的资本家从剥

削者的角色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使

民族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建

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底，改造后工

商业企业中的总人数占全国工商业企业总人

数的 99%，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

第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毛泽

东一直都非常重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的问

题，按照他的设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必

须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是造成资产阶级专

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的统一战线的专政”，[1](p.648)一定得是一个“工

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

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1](p.649)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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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就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

下。《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第

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决

不是建立一个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

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

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

义的社会”，[1](p.672)第一个阶段完成后再发展到

第二个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政体上，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

政府》在模式和具体内容上又充实和发展了毛

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949年6月，毛泽东

完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

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

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5](p.1480)就在“三大改造”进

行得如火如荼的 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

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显然，毛

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是在长期革命斗争

历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理

论，为新中国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三大改造”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为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提供

了制度保障，由此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道路。我国“三大改造”的完成，建立起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解决了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

间的矛盾，这为向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

转变以及巩固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创造了条

件。反过来，我国新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政权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遗留问

题、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时期的各项任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

作用，为当时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建立比较完整

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确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

“三大改造”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

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毛泽东指出：“中

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

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

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

之九十左右。”[5](p.1430)“三大改造”就是在此认识

基础之上提出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

强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三大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

时并举，这是我们的理论特色，也是实践上的

重大创举。

关于工业化道路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

关系》中曾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

的。”[6](p.24)新中国成立初期薄弱的国民经济决定

了我们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稳定国民经济

命脉，到了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中再次谈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

题时，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

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关系问题。”“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

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

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6](pp.240-241)根据当

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

例。由此，在“三大改造”的同时，我国也开始

实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目标的“一五”

计划，重点建设包括钢铁、汽车和能源等在内

的 156个项目。像鞍钢、一汽、宝成铁路、武汉

长江大桥等都是这一时期建成的大型项目，而

我国的工业增加值从 1952 年到 1956 年则由

119.6亿元增加到了 225.2亿元，这为我国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创造了条件。

三、“三大改造”基础上形成的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

世界性意义

现代化是指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在经

济成长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内在的社会变

迁。[7](p.687)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现

代化的两种模式，它们具有共同基础，即工业

化。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同样会渗透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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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军事、国防以及社会

治理等方方面面，表现为一系列多层次、多领

域、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道路是在“三大改造”基础上形成的，比起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为发展中国家的现

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三大改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道路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三大改造”确立了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这是以

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

性地开辟出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改造道路。无疑，“三大改造”的完成结束了中

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使占世

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三大改造”

结合起来，开创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在我国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过程中同时推进了中国的

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没有新中国

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就没有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因

此，我们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贡献否定改

革开放后的成就，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成

就否定改革开放前的贡献，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源自于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邓小平曾

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

了不起的，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

个重大贡献。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

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

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更是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三大改

造”及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

择、形成和发展正是由党领导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

索取得的，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

中国特色。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接力探索。几代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道路的过程中，都涉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经济

建设方针政策、所有制结构调整、经济体制和

运行机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科学

和教育、知识分子工作政策、国防建设和军队

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和执政

党建设等多方面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为之接力和形成合力的强大优势，这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的。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人民

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我们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新中国 70年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从毛泽东的“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p.1031)到邓小

平的“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

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

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

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9](p.342)再到以江泽民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人民民

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保护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握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围绕“以人

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忠实地代

表和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形成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观，

有效激励着中国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

法相比的。

第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发

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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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道路的强大优势。习近平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

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0](p.21)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

础。毫无疑问，公有制经济具有巨大优越性，

是我国长期制定五年规划的经济基础。改革

开放后，邓小平用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三步

走”的战略目标规划绘制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蓝图。这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一起，都是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要素。改革开放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必须要

牢牢把握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正如

习近平所说，“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

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

不能改的坚决不改”。[11]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无法做到的。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众所周知，世界上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

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普遍遵从资本主

义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在经济上推行工业化建

设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推行议会制民主

和三权分立制度，在文化上推行普世价值，在

国际交往中推行霸凌主义。由于资本主义日

益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

之间的主要矛盾始终无法解决，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正在经历着自我反思

和考验，部分国家经济衰退，发展速度减缓，这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样日益深重。马克思

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正是基于唯物史观，深刻揭

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人类历史发

展趋势，反思、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

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不仅表

现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评上，还体现在

诠证了一条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建立

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

7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也正如习近

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宏伟蓝图一样，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世界各

国人民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的巨大成就和强大优势，必定会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提供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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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e““three major reformsthree major reforms””Laid the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ChinaLaid the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With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socialist system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re would be no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would be no way to star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three major reforms”with the core
contents of“one transformation, three reforms”are the most extensive and profound social reforms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y realized the smooth transition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the socialist society,
established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socialist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comparatively complete socialist industrial system and
etc., and accordingly opened up the road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three major reforms”laid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ndowed it with distinct and essential socialis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Chinese wisdom and China’s program.(Sun Jian-
hua and Yu Wan-hua)
The Form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PCThe Form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PC’’s Early Literary and Art Systems Early Literary and Art System：：The study of the Party’s early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stem is an underdeveloped
area. The early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stem of the Party refers to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stem that was historically generated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t is an indispensable link in the whole chain of the Party’s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elucidation of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o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 system develop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two co-developing routes of the Party and the
army, and eventually converg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t forms a set of rigorously politicized organizations characterized by“effectiveness”as its guarantee
and achieves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and social space centered on constructive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e system includes four basic
elements of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ctivity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space construction. This unique structure comes from environmental selec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and is the valuable theoretical wealth of the Party. However, we must be alert to the possible rigidity of the path-dependent.(Zhou Jian-hua)
On the Functions and Realities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at Grass-Roots Level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On the Functions and Realities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at Grass-Roots Level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party construction has extended to grass-roots level in an all-round way, and new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see the new problems in their construction,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deological“misplacement”, the

“weakening”of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grass-roots party construction, the“abdication”of work, the“marginalization”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vacancy”of mechanism and the“undermined implementation”of relevant system by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is regard,
from the view of the cognitive root, it is due to the lack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som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arty memb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tic environment, it derives from the dislocation of their roles in social practic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it is because som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arty members have vague definitions of the standards of party construction. To solve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of party construction at
grass-roots level,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socialization ability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the execution
of Party system. We shoul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class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expand its masses foundation, and refine the strong cohesion, fighting power
and vitality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o facilita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at grass-roots level.(Chang Jun)
The Difficult Journey of Rejuvenating the NationThe Difficult Journey of Rejuvenating the Nation::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7070 Years of New ChinaYears of New China：：The past seventy years of the PRC is not only
very memorable to every Chinese, but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world. An active and revolutionary theory of reflection is the secret of the success of the
China’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lying on the active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summar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t home and abroad, we have found a new wa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we have fully mobilized the
enthusiasm of various production factors by using market mechanism;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clearly realiz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have been able to seek advantages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thu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party and the main body of the state
which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clearly reflects the maximization and leadershi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st unit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ith great ideals, and turn theory into virtue, method and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organize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on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respecting the individual and ensuring orders and prohibitions are enforced.
Further expans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the only way. Meanwhile, we must maintain a modest, cautious, humble and patient style, and stick to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self-reliance and hard struggle. (Hu Zhen-ping )
Will China Become a Capitalist-Like CountryWill China Become a Capitalist-Like Country?:?: Only by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Own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Can China Stand Proudly in the Family ofOnly by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Own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Can China Stand Proudly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Nations：：Historical facts and objective reality show that changing China’s system to ca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king the latter consider China as a

“similar country”will not only reduce China to a dependency of America, but also mislead it towards disintegration and extinction. China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hance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pursue the diplomatic concept of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ake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so that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see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a threat but an opportunity. (Lu Pin-yue and Yao Li-ming)
MarxMarx’’s View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Form and Its Dual Effects View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Form and Its Dual Effect:: Breaking the Economic Myth of High-Level Monetary FormBreaking the Economic Myth of High-Level Monetary Form：：In the history
of currency development, the monetary form has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from commodity currency, metal coin, paper money, then to credit currency. In
today’s highly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has created dazzling and more advanced monetary forms. Marx
emphasized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form and pointed out the duality of its social effects. Although advanced monetary form can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annot overcome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commodity-currency relationship. Moreover, it even pushes this
contradiction to a higher level and increases the instability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us, Marx broke the economic myth of advanced monetary form and
established a unique theory of monetary form from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heory, China should be cautious about the emergence of
high-level monetary forms in the formulation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 play their advantages, and guard against the deepening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 (Tian Lei)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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