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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探索中不断发展的，在规划“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从宏观的、

多位一体的角度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的互相激荡中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总体战略目标———“四个现代化”，并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方针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方针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此外还归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中具有阶段性、特殊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和过渡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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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以下简称

“总体布局”) 是在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并且经历了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而不断丰富其内涵、修正其表述的过程; “总体布

局”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全局出发，依据时代变化和国情发展的要求对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的、基本的内部组成方

面及相互关系的总体性认识和由此做出的宏观

的、多位一体的、战略性工作部署”。［1］我们认为，

“总体布局”孕育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改革开

放以来经历了从“二位一体”(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到“三位一体”( 经济

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 ，到“四位一体”( 经济

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 ，再到当前

“五位一体”(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建设) 的演变过程。本文主要探讨

“总体布局”视域下，毛泽东在规划“四个现代化”
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宏观的、多位一体的、关于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想。主要包括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总体战略目标的设计、社会主义建设

的具体方针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的特点这三个

方面。

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总体战略目标的设计

毛泽东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

为了将社会主义的一般目标要求转化为适合中

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将中国人民对社会

主义的追求化为积极的行动，他在建国以后就不

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进行探

索和精心设计，逐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

思想。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 1945 年 4 月，毛泽

东就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中国的工

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
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

业化和农业化的近代化而斗争。在这之后，他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

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献中反复阐述了

这一目标构想。应该说，这是有关毛泽东中国现

代化思想的最初萌芽。
1954 年 10 月下旬，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
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

西，就来欺负我们。”［2］( P357)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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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农业、文化、军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也指出了我国现代化要建设的内容。
1956 年 4 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

要借鉴苏联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发展农

业和轻工业的经验教训; 中国要避免走苏联所经

历的曲折道路; 中国的经济建设要农、轻、重协调

发展。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多发展一些农业、
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办法，要按农、轻、重为序

安排国民经济的建设。随后，他在八大开幕词中

指出，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

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而奋斗。这段话既是对八大精神的集中

概括，又是《论十大关系》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

也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

战略目标的设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八大

制定的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了“使中国具有强大的

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
代化国防”的要求。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

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

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3］( P213) 在这

里着重讲到了如何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问题

以及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中国工业化道路

的提出，为此后不久变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为“四

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同年 3
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

了“三个现代化”的构想: 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努

力奋斗，最少要用十几年的时间，使我们从一个

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

业、现 代 农 业 和 现 代 科 学 文 化 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4］( P268) 这里毛泽东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

业”改为“现代科学文化”，发展了周恩来在 1954
年和八大党章的提法，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总体

战略目标设计的日益精确化。实际上“现代化的

交通运输”可以包括在“现代化的工业”之中，而

增加的“现代科学文化”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在精

神文明方面的追求，因此，这个提法更准确、更

完善。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虽然社会主义

建设出现了曲折，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

标的设想没有改变。在 1957 年 7 月写的《一九

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他仍然强调在我国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

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重要性。1958 年“大

跃进”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总体

战略目标的探索更加迫切，在 5 月八届二次会议

上，他反复强调要实现现代化。8 月北戴河会议

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又重申了

这一总体目标，指出基本目标是: 完成我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

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

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

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个意

见还对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尽管其中

不乏“左”的表现，但总体战略目标没有变。
1960 年 2 月，历经三个月的对苏联《政治经

济学( 教科书) 》一书的研究探讨，毛泽东根据我

国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在原有“三个现代化”的

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提出要增加一

个国防现代化，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现代

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

国家。周恩来也把原先提出的“科学文化现代

化”随着当时国情的变化改为了“科学技术现代

化”。从此，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

化”的认识就比较完整了，这也是第一次准确完

整地表达了目前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的

思想。
1964 年 12 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

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

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战略目

标，就是通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在不久的将

来，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其

中，党中央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两步

走的设想，第一步先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二步再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也成

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我国生产

生活的重要动力。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战略目标

的设计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首先，将农业现代化放在了四个现代化的首

位，这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的发展状况如

何，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对国计民生关系极大。
毛泽东从这种具体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以“农业

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不仅将农业现代化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而且将其置于四个

现代化的首位，这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方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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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典范。
其次，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既注重物质文明

建设，又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初步体现了两个文

明一起抓的思想。毛泽东将物质文明的建设放

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以物质为基础，农业、工业、
国防列为重点，是建设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同

时，强调工作重点的转移，注重发展生产力但没

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因此，毛泽东把科学文化

的现代化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正是精神文明方面

的要求。
再次，“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体现了现代化

与社会主义二者的有机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中，

我们不难发现，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与现代

化建设两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农业现代

化突出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机械化的一致性;

工业现代化其实质上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 科

学文化现代化是强调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国防现代化的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土

不受到任何侵犯。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的思考

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

标，毛泽东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方针，这些基本方针主

要是:

( 一) 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

毛泽东深知中国的现实生产力水平与社会

主义理想目标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存在着巨大

的差距，为了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他在

1956 年 4 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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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228) 这一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方针立刻获得了党

中央和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

毛泽东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筹兼顾，

综合平衡，协调各方利益。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既是继承了民主

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又是在借鉴苏联和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毛泽东

认为，正是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中

国的民主革命才得以取得胜利; 正是由于苏联既

没有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没有处理好党

和少数民族和农民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

方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要不断坚持。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其实质上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把中立的变成支持的，把不中立的争取

中立，把反对的变成可分化和可以利用的。这一

思想，既源于对国情的正确把握，又是对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
( 二) 关于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方针

毛泽东一直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

的事业; 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

极性，就必须以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为前提。因

此，他将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

的基本方针。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归根结底，

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中，曾出现过只重干部，不重群众; 只重中

央，不重地方; 只重最新技术，不重群众的技术发

明的倾向，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不

良影响。这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对比，更

加深了毛泽东对这一方针的认识。
怎样相信和依靠群众呢? 第一，相信人民群

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反复

强调要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相信

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他说: “人民群众有无限

的创造力。他们可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替自己创造更多的福利事业。”［5］( P253) 第二，坚持

人民是权利的主体，即主权在民的观点。人民有

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政党和政府决策正确与

否必须由人民来判定，各种政治力量的最终命运

必须经过人民来裁决。第三，引导人民群众自己

解放自己，自己当家做主。“社会的财富是工人、
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用积极的态

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

的。”［5］( P227) 虽然从实践看，毛泽东在贯彻这一方

针时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但问题不在于这一方

针本身，因此这一方针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
( 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到真正相信和依靠

群众，还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1957 年

2 月，毛泽东系统强调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也是第一次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

际理论。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

题，就 是 我 党 从 来 经 常 说 的 走 群 众 路 线

问题。”［5］( P459 ～ 460)

毛泽东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定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是以社会基本

矛盾的一般理论为依据，以苏联处理内部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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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教训为借鉴，并吸收了中国民主革命时

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丰富经验，从分析社会主

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特点入手，在科学地剖析社

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基础上，将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确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旨

在为调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提供科

学的方法论。这个方针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

同的领域又具体化为不同的具体原则，而且在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四) 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

方针

自力更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一贯主张。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

泽东就指出: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

上，“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

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

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6］( P719) 毛泽东围绕“自力

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一方针，明确了中国

具有特殊的国情，要想建设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

国家，就必须走自己特有的道路。1958 年毛泽东

又明确指出，只有通过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为有

效手段，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工、农、文化、商业

的建设; 必须破除迷信思想，打破奴隶制度，反对

教条主义，吸取国外经验的精华之处，抛弃糟粕

之处，为我们自己国家所用。
当然，“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也不

是一味的闭关锁国，反对对外开放，而是要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为对外开放的前提。虽然在实践

中，毛泽东确有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忽视了对外

开放的情况，但我们切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因

此，应以现实为基础，重新研究和辩证地看待毛

泽东的这一思想，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特点的把握

为了更好地贯彻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确保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毛泽东提倡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

体特点进行了深刻的把握。
( 一) 阶段性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过程，它必然也有它的

阶段性。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

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分阶段进行的思想。
第一，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区分“建

立”与“建成”的思想。1954 年，毛泽东谈到《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就强调指出，我

们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 但 要 建 成 社 会 主 义，大 概 要 经 过 50 年。
1955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

强调说: 我们可能要经过十五年的时间建成社会

主义，但需要有几十年的不懈奋斗，才能把我国

建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著

作中对社会主义建设又一次重申了“建立”与“建

成”的这一思想。
第二，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也要“分几步

走”的思想。1957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一次党

员干部会议上说建成社会主义大概要 100 年的

时间，并且要分四步来走: 第一步，大概有几十年

要稍微好一点; 第二步，有个二三十年就要更好

点; 第三步，有个 50 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 最后，

有 100 年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这里将建成社

会主义从时间上分为四个步骤，虽然不一定十分

准确，但进一步明确了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性

要求。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的思想。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总结了由

于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

主观努力的作用而导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

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的错误，并结合苏联和东

欧等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将他原有的思

想推行前进，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这一大

胆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过

程中，应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不发达的社会

主义; 另一个则是相对发达的社会主义。后者需

要经历的时间要比前者的时间更长。如果能够

达到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那么到了物质和精神文

明达到一个高度时，就可以全面进入共产主义社

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的观点，

特别是他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的

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对于社会主义理

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也为邓小平后来提出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 特殊性与复杂性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是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依据。恩格斯强调指出: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背得滥熟并

机械加以重复的教条。”［7］( P681) 不同的社会主义

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将社会主义

理论的一般规律运用于自己国家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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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其具体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

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的伟大事业，成立了新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

是一“穷”二“白”的。“‘穷’是指没有多少工业，

农业也还不发达; ‘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
科学水平不高。”［4］( P30 ～ 31)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和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

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探

索，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

径和基本政策，并就适合国情，进而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的道路问题，开始了最初的科学探索。这是关

系实现革命转变，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成

果，开创社会主义伟大基业的根本关键。经过三年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所有制方面的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我国初步建

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毛泽东认为事物的变化、运动是通过内在结

构的改变表现出来，内在结构的改变导致了事物

的变化、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有苏联

和东欧等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中国的国情是非

常复杂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在探索中不断

前进的，其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其自身的

复杂性。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完成不久，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反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过

于严重的估计，导致了“左”的指导思想在各方面

的蔓延和发展，开始了大规模打击右派的行动。
其实，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打击右派的行动是

比较正确的，这对于稳固一个来之不易的政权是

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反击右派的手段应该有一

个成熟的计划，不宜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和采取

过激的行为，而且对当时已经产生恶劣影响的反

右派的行为过于纵容。所以当时全国开展了一

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

化了，从而导致了一批进步人士、忠贞的中共党

员、大量的知识分子被错误地划分为右派，给党

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前

进的步伐，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大批

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才最终得到了平反。
( 三) 艰巨性与长期性

早在 1955 年，毛泽东就预见到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指出，我国经济基础

差，文化水平低，从建立社会主义到建成社会主

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

还说:“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

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

貌，……这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

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

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5］( P141)

1956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

主义建设的实践使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

这一点。1957 年初，他指出，现阶段有一个很大

的矛盾，就是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

是一个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国家，

如果不经历几代人的努力，要使我国富裕强大起

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根本改变这种状态。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诫大家，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抱急于求成的态度，要

树立长期奋斗的观念。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认为通过发挥广大人

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克服建设中的巨大

困难，从而放弃了他原有的正确思想，不仅不再

强调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而且将原来设想的

时间表一再提前，甚至想在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

义。经过三年困难以后，毛泽东又回到了他原有

的正确观点上，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有优越性的，

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一定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

得多; 但是，依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要使生产力

大幅度提高，赶超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至少要

经过一百年的时间。
从主观上讲，一个正确认识的获得需要一个

过程，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也必然

要经历一个过程，在反复的比较中把握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以及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历程，就是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

王国向掌握客观规律克服盲目性到达自由王国

发展的历史。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

出了一些基本的、有益的观点和思想，加深了对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但由于历史条件的

限制，又难免存在一些反复和局限性。
( 四) 过渡性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性和长期性

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地反映了中国社会

主义发展的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宝

贵的财富，这都是应当肯定的。令人遗憾的是，

他由此进一步提出了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

史阶段都看作过渡时期的理论( 这种将整个社会

主义历史阶段都看成过渡时期的理论，理论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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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称为“大过渡”论。与其相对应，把斯大林提出

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作为过渡时期的理论称为“小

过渡”论) 。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

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思想，将它仅仅看成过渡性

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理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959 年 10 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 教科书) 》时说，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资本主

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会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 在

资本主义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时，在这个政治上的

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 我们

现在正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什么是过渡时

期? 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还是

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问

题很有文章可做。这里的意向很明显，毛泽东已

经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讲法提出了怀疑。
他的这一思考得到了党中央和其他领导的支持

与赞同。刘少奇同年 11 月读《政治经济学( 教科

书) 》时已经将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他说: 什么

叫过渡时期?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 教科书认

为所有制变化了，技术改造( 工业化) 完成了，过

渡时期就结束了，社会主义就建成了; 另一个解

释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是过渡，是第二

个过渡阶段，两个过渡阶段都叫过渡时期; 《哥达

纲领》批评讲，要想从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需

要一个过程; 如果不把它当作过渡阶段就容易把

社会主义定型化。这表明，刘少奇已经将整个社

会主义时期看作过渡时期了。正因为这样，刘少

奇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做出了分析。
他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但不是独

立的、巩固的社会形态。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

义初级阶段，这样的看法是好的，但上述思想认

识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结果导致了“大过渡”理

论的提出，其理论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准备了

思想条件。
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总体上和战略上探索建

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

少失误之处。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和分析，

对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规律和特点，对

指导我们现阶段更好地确定和实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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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Mao Zedong'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deology
In Terms of“General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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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the PRC is advanced by continuous exploration． In the course of planning“the four
modernizations”，Mao Zedong forme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socialism from the macroscopic and all － in － one perspective．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socialism construction － －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by testing the theories and prac-
tices． He set up the following policies to guide th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mobilizing all positive factors，trusting and relying on
the masses of people，handling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correctly as well as relying mainly on our own efforts while mak-
ing external assistance subsidiary． Besides，he generalized that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China is periodic，specific，compli-
cated，formidable，long － term and trans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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