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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历时300多年的时间

这300多年正是欧洲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广大劳

动群众虽然从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中走出来，但随即又陷入资本主义新的剥削方式中，为资本主义所奴役。资

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打破了启蒙学者对这个新社会的华美预言，无异于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并没有改变剥削的状况，只是从一种剥削状态变成了一种新的剥削状态

（由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自由、平等，实质剥削剩余价值的状态）因此，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没有使劳动者实现真正的解放

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①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和1602年意大利的

康帕内拉《太阳城》。《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在那里，没有私有财产和剥削现象，城乡之

间没有对立，人们有计划地从事生产，不需要商品、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这种美好的设想是脱

离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的空想）《太阳城》描绘了一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和人人平等的理想社

会。

②18世纪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法国的马布利的《论法制和法

律的原则》。《自然法典》和《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中，论述了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的必然性，并以

法律条文的形式阐述了理想社会的纲领和原则。

③19世纪初期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圣

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圣西门提出“实业制度”，并奔走呼吁，希望法国统治者能接受自己的改革方案。

傅立叶提出以“和谐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并在一个农场里进行组建“法郎吉”(和谐社会基本单位)的试

验。

欧文是一个工厂主，他曾在自己领导的苏格兰新拉纳克大棉纺厂进行慈善试验。他缩短工时，设立托儿

所、幼儿园和学校，把一个愚昧黑暗的新拉纳克变成了完善的模范移民区。1824年，他到美洲从事共产主

义试验，在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公社”，实行财产公有，成年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虽然欧文的共产

主义试验最终失败了，他也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但是他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坚定信念。

19世纪初期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原著支撑：19世纪初期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19世

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虽然“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

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序言

这证明了空想社会主义虽然是空想，不能实现，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代表人物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理论上致力于对社会制度的分析。

他们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辛辣批判，包含着许多切中要害的见解。=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

了辛辣的批判，有些见解也可以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

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描绘，闪烁着诸多天才的火花。=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描绘也给了科学

社会主义以借鉴

空想社会主义是早期无产阶级意识和利益的先声，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造现存社会，建立理想

的新社会的愿望。

社会主义社会合集 500年的历史，从 16世纪初期开始——2025 年（21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500 年的社会主义历史=300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史+200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

50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实现了三次飞跃：

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

2、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飞跃：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3、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社会主义俄国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16世纪初期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算起，社会主义运动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

史。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的。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起点上，学习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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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标志

空想社会主义者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根源。

他们要求埋葬资本主义，却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

他们憧憬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

原文出处：“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

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

社2012年版，笫31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适应社会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实现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学说

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

揭示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克服了空想

社会主义者不懂得历史规律的根本缺陷。

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

科学论证了无产阶级肩负的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历史使命，

使人们找到了变革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力量和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

大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特殊规律，

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

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

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理论，

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意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页：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但他们将学说建立在

唯心史观的基础上，这就必然使他们的学说存在着内在矛盾和不彻底性。

马发史告诉我们，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实现不了，是因为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建立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

①他们虽然意识到了社会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但并没有

发现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②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但这种揭露和批判是以抽象的“理性原则”和抽象人性论为

依据的，并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

③虽然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种种方案，具体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但找不到改造现实社会和实现理

想社会的现实途径；

④虽然对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苦难充满了同情，但看不到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作用及其在改造社会中的巨大力

量。

⑤虽然对剥削阶级充满了厌恶，但又幻想借助剥削阶级和统治者的帮助来实现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

原文出处：“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

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

社2012年版，笫313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版本 | 高教社（23版）                            课程归属 | 芝士教育/肖宁老师                            文档类型 | 课堂笔记 2025.5.12

第六章

第一节

框   架

第六章 第一节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以背诵为主、分析为辅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二、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一）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二）十月革命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

（四）社会主义发展到多个国家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2.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标志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

表，不仅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公开问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党宣言》——不论是否考原著的同学，这篇文章都建议大家诵读原文

《共产党宣

言》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

义的作用

前身是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按照恩格斯倡议改名称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用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取代了正义者同盟的口号“人人皆兄弟”

作者

写作时间

写

作

背

景

主

要

内

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决定政治、精神等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指出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科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

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

律。

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和

历史使命，概括了未来新社会的根本特征。

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

重

要

意

义

《宣言》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

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

《宣言》的发表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实现了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革

命，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宣言》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世

界观，成为工人阶级自觉意识的理论基础和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真正获得

了“改变世界”的意义。

《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它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替

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明确划清了科学社

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础，为全世界无产

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自由解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基本

内容：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1848年欧洲大革命），正经历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工业革命迅

猛发展，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

民生活艰难困苦。殖民地的开发，使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新兴的工人阶级不断

发起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先后爆发了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工人宪章运动、德国西里

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些斗争相继失败。《共产党宣言》应

运而生，是适应这一时代呼唤的产物。

写于1847年年底，发表于1848年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

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科学指南。

它从唯物史观出发，科学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和总趋势，深刻阐明

了“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为正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依据。

《宣言》阐述的一系列需要长期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

造。中国共产党是《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世界格局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学习《宣言》，就是要把《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篇章。

1848年欧洲大革命背景下，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突出尖锐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的对立尖锐化

无产阶级开始从自发——自觉的觉醒

工人由最开始的捣毁机器——经济斗争——政治斗争

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爆发——标志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三大工人运动的失败，使我们意识到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导，才能取得工人运动的成功

《共产党宣言》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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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节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以背诵为主、分析为辅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二、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一）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二）十月革命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

（四）社会主义发展到多个国家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二、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一）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科学社会主义自产生之后，逐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这种理论与

实践的互动中，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

1.欧洲革命

2.第一国际

3.巴黎公社

4.第二国际

时间

革命性质

革命任务

革命过程

结果

1848年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欧洲爆发了规模浩大的1848年革命。革命从意大利开始，随即发展到法

国。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德意志各邦也爆发了革命运动。

资产阶级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

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不得不暂时联合无产阶级共同斗争，从而使革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印记，马克思、恩

格斯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积极投身革命，通过创办《新莱茵报》为无产阶级提供革命指导，恩

格斯还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

革命失败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流亡英国，总结革命经验，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背景

时间

影响

意义

资本主义在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应运而生。

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在马克思指导下，第一国际大力支援各国的工人运动，支持反封建的民

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影响日益扩大。

第一国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结合，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

中的指导地位。

时间

内容

评价

结果

经验总结

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是第一国际精神的产儿，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起义胜利后，巴黎人民立即开始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尝试。他们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废除

资产阶级议会制，成立了新的国家机关——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必须打碎旧有的国

家机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体和政体，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国体和政体，这次革命斗争是用非剥

削来取代剥削，与以往的革命斗争不同）

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意义，认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巴黎公社仅存在了72天，就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并保持胜利果实的首要条件是要有革命的武装；=要实现社会形

态的更替（由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只能革命，不能改革

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

无产阶级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机关；

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作用。

第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一个大社会团，用来为世界各国及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条件，同时也用

来支援各国的工人运动，指导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里的指导只有理论的传播和帮助，而没有地位上的高

低，完全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所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家及人民。

公社取消征兵制和常备军，以人民武装国民自卫军作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

策，如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实行政教分离和男女平等。特别是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用以防

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一是规定所有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实行全面的

选举制和撤换制；二是取消高薪制，规定任何工作人员年薪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薪水平。（建立

廉价政府）

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完成打击封建社会的任务，然后资产阶变成了新的剥削者，用新的剥

削方式继续剥削劳动者。

路易·波拿巴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领导者——因为是骗来的，做领导之后就暴露了剥削和搂钱的本

质，造成了法国民众的抵抗

为了安抚民意，所以就挑起了“普法战争”——德国大军压境到巴黎，所以资产阶级忽悠并联合了

无产阶级，先推翻路易·波拿巴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又卑躬屈膝，与普鲁士签订不平等

条约。

接着，又拉拢普鲁士共同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取消人民武装--激起了无产阶级的觉醒，爆发了巴黎公

社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

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

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深入分析普法战争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后果，驳斥了资产阶级以及

其他反动势力对巴黎公社的污蔑和诽谤，科学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

——《十五部马恩经典著作导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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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月革命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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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二、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一）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科学社会主义自产生之后，逐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这种理论与

实践的互动中，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

1.欧洲革命

2.第一国际

3.巴黎公社

4.第二国际

背景

时间

标志

斗争

结果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第一国际不得不自行解散。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

一步发展，在19世纪70—80年代，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无产阶级政党和

团体在欧美各国纷纷建立，并提出了重新走向联合的要求。

1889年7月

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社会主义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诞生。

第二国际在组织和积聚革命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促进工人运动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国经济政治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新的形势引

起了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分化，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和改良措施，使资本主

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进入社会主义

而马克思强调，要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只能用革命，不能用改良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但在第二国际后期，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还是占了上

风，最终导致第二国际解体。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期，就明确提出要联合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划清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