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冯俊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务委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我们党的一百年， 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

的一百年， 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

年， 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如果要问， 在这一百年里， 中国共

产党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呢？ 回答应

该是： 经过长期奋斗和不懈努力， 我们

建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通过学习

党的历史，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会使我们更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

化自信。 从党的辉煌成就、 艰辛历程、

历史经验、 优良传统中我们能够深刻领

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适合中国国情

世界社会主义已经有五百年的历

史， 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 从理论到现

实， 从一国到多国， 从外国到中国， 从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几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 ， 我们向苏联学

习， 认为苏联式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

唯一模式。 后来毛泽东同志意识到， 不

能照搬照抄苏联模式， 苏联经验到中国

来会水土不服的， 建设社会主义要走适

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毛泽东明确提出：

“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把马列主义

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 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吃了大

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 取得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现在是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们要进行第二

次结合，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

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 1956 年 2

月至 4 月间 ， 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

35 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

汇报， 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

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看法， 《论十大关

系》 就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探索的结晶。 党的八大把毛泽东

同志探索的理论成果确定为党的正确的

政治路线。 很可惜的是， 由于国际国内

形势的变化和复杂的历史原因， 我们没

有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社会主

义建设走了弯路， 遭遇了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

放的正确决策，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又

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79 年 3 月，

邓小平同志说： “过去搞民主革命， 要

适合中国情况， 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

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现在搞建设， 也要

适合中国情况，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

化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 必须从中

国的特点出发。”

1982 年 9 月 1 日 ， 党的十二大召

开 ， 邓小平同志为大会致开幕词 。 他

说：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 都

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 照

抄照搬别国经验、 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

得到成功。 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

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

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篇

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 标

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我们一直在

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发展模

式、 发展的体制机制， 让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

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既坚持

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又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经历了改革

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 ，

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

两个不同阶段 ， 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

区别 。 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

基本制度 、 根本任务 、 奋斗目标基础

上是相互联系的 。 但前一个时期我们

没有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后一个时

期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在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 方针政策、

实际工作上 ， 在社会主义的道路 、 理

论 、 制度和文化上又有着重大区别 。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

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 ， 改

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

一时期的坚持、 改革、 发展。

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

到， 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种多样的， 关键是要找到适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讲话指

出：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 不是

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 不是简

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

板 ，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

版，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社

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 一成不变的套

路， 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

国具体实际、 历史文化传统、 时代要求

紧密结合起来 ，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

结， 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

发展之线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线交叉

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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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根植于中国大

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 适应中国和时

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

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 从理论上加深了

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

认识。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作出了科

学的定义， 纠正我们以往将计划经济等

同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 邓小平同志

说：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

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

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

是经济手段。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

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

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党的十

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 要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 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经过新中国 70多年、 尤其是改革开

放 40 多年的发展， 我们形成了系统完

备、 运行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这

个体系的最高层次是根本制度， 我们形

成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领导制度， 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

根本制度。 这个体系的第二层次是基本

制度， 我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内容的基

本政治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为内容的基本经济制度； 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个体系的第三

个层次是重要制度， 包括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 军事、 外事等

各方面重要制度， 在重要制度下还有具

体制度、 体制机制和有关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我们党领

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

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 新中国 70 年来， 我们走过了西

方发达国家 200 多年走过的现代化道

路，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了世界

上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经济实力跃上了

新台阶， 经济总量 2020 年突破 100 万

亿元。 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

元。 改革开放以来， 让 7.7 亿人摆脱了

贫困， 给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了

70%， 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

迹！ 在极不平常的 2020 年， 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在战胜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

得了战略性成果 ， 交出了一份人民满

意、 世界瞩目、 载入史册的答卷。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

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在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改善

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 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

大举措。这是第一次将“共同富裕”写进党

的全会文件， 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

标，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

断向前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让

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有幸福感、

安全感和获得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党带领中国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历史。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1964年12月，周

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

表党和政府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历史任务， 即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

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 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

平”。后来由于“文革”，当时提出的四个

现代化建设没有完全展开。1975年1月，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明确了“四个现

代化”的宏伟目标。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

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小康”的概

念。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四个现

代化概念， 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

念， 而是 ‘小康之家’。”“中国式的现代

化”就是“小康社会”。按照邓小平同志的

构想，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三步走”发展

战略。 党的十五大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变化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党的十九大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后到2050年这30年分两个阶

段来安排：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再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再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党的十八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的总

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

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些体现了我们对

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进入新时

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已经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一个重要

的理论创造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我国正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总

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经过长期探索得

出的基本结论。 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

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

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

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党的基本路

线我们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新的历

史方位的判断看到变化的同时，也要看到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过程，

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

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

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

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

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

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

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

变化的过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

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

阶段。我们今天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又

是站在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我们要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是科学社会

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百年。 历史向

我们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

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在未来有着广阔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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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百年 ·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
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①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

一号”。②人们眺望“东方红一号”通过北京

上空。③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④我

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均新华社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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