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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

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我们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奋进力

量的迫切需要，是把握发展大势、明确前进方向的迫切需要，

是赢得发展新优势、开创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员

干部素养、增强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迫切需要，对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围绕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

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

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

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

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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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

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广。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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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工作思路和信念意志的集中反映，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

的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其中，关于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的核心和重点。

　一、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2013 年 12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

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

也是建立在我们党 90 多年长

期奋斗基础上的，而其思想、

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则可追溯

到更远。从 1516 年英国人莫

尔发表的《乌托邦》一书提出

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

有 500 年时间。在这 500 年里，

社会主义经过了从空想到科

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

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搞清世

　　《乌托邦》全名叫《关于最

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

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最初由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写

成。乌托邦是一个希腊语，由词

根 ou（否，没有）和 topos( 地方 )

组成，后来这个词成为一个通用

词，表示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

想、虚构和童话。人们把怀有这

种理想的人叫做“乌托邦社会主

义者”，即空想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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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及其演进，搞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发展，就能明白，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

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

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

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

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

界社会主义 50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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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

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系统完整的整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

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

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

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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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

建设以及其他

各方面建设；

既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又坚

持改革开放；

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

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人间正道。

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

福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这一理论体系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是深深扎根

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牢

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借鉴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设

的有益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辛向阳（中国社会主义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概念，经历了比较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内

涵也是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具体说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包含“一个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

论体系”和“一个制度体系”。“道路”是实践基础，

“理论体系”是思想指导，“制度”是根本保障，这

三者在逻辑上是相互贯通的，统一于一个“旗帜”下，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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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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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别的什么主

义。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过去，

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

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现在，有些人议论这个道路、那

个道路，有的想拉回到老路上，有的想引到邪路上去；有的是思

想认识误区，有的是别有用心。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

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

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

都是完全错误的。

实践是最硬的标准，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

话。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实

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

1979 到 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远高于同期世界

经济年均 2.8% 的增速，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功实现从低

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巨变，

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今天，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

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

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

风景这边独好。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

我们看准了，走得对、走得好，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不为任何

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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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尔东西南北风”。

　三、正确评价我们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历史

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一切向

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

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主要分为改革开

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

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有人在认识上还

比较模糊。比如，有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之前的 30 年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

命”这样的错误，因而用后 30 年否定前 30 年。有的则认为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矛盾，

甚至认为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因而用前 30 年来否定后 30 年。

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要有十分清醒而坚定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

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

础上开创的。如果没有 1978 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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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危机。同时，如果没有 1949 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

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

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

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

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

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龚自珍在《古

史钩沉论》中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年来，国内

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

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

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想当初，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

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

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正确

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30 年的关系，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中国

共产党 90 多年的历史，能否正确评价新中国 60 多年的历史，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

　四、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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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断前进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持

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

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

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

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

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庄严宣示。

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要提高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

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

越宽广；必须顺应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

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

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强党

的自身建设，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

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交出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撰稿：苏瑞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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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孕育精神　精神支撑梦想
——谈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刻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

心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一、什么是“中国精神”

认识“中国精神”，首要的一点是明白“中国精神”是由 

“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两部分结

合起来而共同构成

的，少了哪一个也

不是完整的“中国

精神”。

民族精神，是

一个民族在长期生

存发展中不断形成

的共同文化精髓，

　　中华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持续不断、一脉相

承地发展到现代。这是最基本的特征。世界文化，

支脉很多。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如古埃及、古印

度、古巴比伦等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古美洲玛雅文

化等早就夭折了；曾辉煌一时的古希腊、古罗马

文明也经历了中断发展，长期湮没无闻的厄运。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虽屡经曲折磨难，

甚至几临倾覆消亡的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哀而

复兴，蹶而复振，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华夏

文明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并且代代都有伟大的成

就，这是决无仅有的世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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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江泽民同志指出：“在

5000 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

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

华民族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优秀文化传统

之中，有着深厚的根基、丰富的内涵。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始终是指引亿

万中国人民前进方向、昭示亿万中华儿女价值归属的旗帜。它

渗透在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贯穿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始终。

爱国主义是人民对自己祖国最诚挚最深厚的情感，是民族凝聚

的强大力量。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祖国的山河，热爱民

族历史和文化，关心祖国的命运，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

时代精神，是在社会最新的创造性实践中孕育和激发出来

的 , 反映社会进步的方向，引领时代进步的潮流，为社会成员

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价值取

向 , 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的综合体现。在我

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孕育而成的时代精神 , 其核

心是改革创新；其特征是与时俱进；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其表

现是竞争意识与效率追求、开放意识与世界理念、自主意识与

民主觉悟、法制意识与和谐精神。

当今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改革创新。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

开始，我们怀抱强国梦想，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为支撑，从农村

改革入手，到建立经济特区，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

立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终于在中华大地上造就了举世瞩目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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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巨变。如今，改革创新精

神已经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

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

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

精神力量。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二者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民族精神是精神

基础，着重于对历史的传承；时代精神则是精神导引，着重于

对未来的拓展。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成为我们追寻“中

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

　二、弘扬中国精神对于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

1. 弘扬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文化

振兴的核心内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软实

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是否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

样需要从本原上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而文化的内核就是基于核

心价值观所形成的民族精神。

　　2014 年 5 月 21 日，李克强总

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

出，要宽容失败，为创新尝试者提

供最大的支持和保障。总理强调，

我国已进入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

的新阶段。为什么我们总说中国企

业的原创性不够？因为大家不敢去

尝试，因为社会没有宽容失败的氛

围。要鼓励创投引导资金更多投向

创新企业起步成长的“前端”。要

宽容失败，为创新尝试者提供最大

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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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衰落，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精

神禁锢、精神奴役直接相关。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大解放、大振奋、大焕发，才能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从根本上改变漫长

的封建社会和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气、民风上

的某些愚昧落后、保守封闭的精神状态，才能使中华民族更加

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团结全国人民为

实现中国梦共同奋斗的现实需要。虽然说在实现中国梦的漫漫

征程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完成“两个一百年”的

奋斗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从国际上看：国际敌对势力不愿看到

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的发展，

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从国内情况看：我国

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

多元、多样、

多变。

站在新的

起点上，如何

才能凝聚亿万

人民的意志和

力量共同建设

中国梦？这就

离不开伟大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2013 年第十二次集

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

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

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

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

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

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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