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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是符合我国实际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我国

实际的，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

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笔者从１９８６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在二十多年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

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本书中所

阐述的十个问题，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中的

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希望能够通过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阐述，为读者认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提

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本书中的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是作者主持完成的两个国家

教师科研基金 “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 “城镇化背景下教育公平实

现研究”（课题编号：ＣＴＦ１２０６８７）、“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及实现途
径研究”（课题编号：ＣＴＦ１２０８２９）的研究成果。为了将研究成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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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展现给读者，在第二、第四、第六章中借鉴了课题组成员范德

华、关磊、周燕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谨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论著和资料，因书目较多，恕不

一一列举，谨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提

出宝贵意见。

著　者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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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

成的理论成果，是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国改革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基

本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本章内容是

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性、开放性、创新性和指导作用等几个

问题的思考。

第一节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性与
开放性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马克

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既有历史与理论的继承

性，又具有时代的开放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

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从理论渊源

方面看，主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思想，从历史渊源方

面看，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理论和文化的精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表现在：一是对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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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丰富的内容，涉及哲

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解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形成和发展中，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

过程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

成。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把生产资料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作为社会主义

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中，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必

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分配制度方面，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

分配方式。这就是所有制理论和分配制度理论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再如，马克思主义在其基本理论方面，一直

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主体作用，一直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主人

翁地位，这一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继承。科

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主体地

位和作用思想的继承。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继承。马克思主义既

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又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得到了较好的继

承。例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方法之一。这一科学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就得到了很好的

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直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同的地

区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时，要具体分析本地区的实际，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制

定具体的政策。再如，一切从实践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这同样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表现在：一是对毛泽东

思想基本内容的继承。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

·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思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实践相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不仅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和实践问题，而且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

问题，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基本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这一基本

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比较好的继承。例如，毛泽东同志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写下了著名的 《论十大关系》，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

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

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

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比较好的继承，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要保持国

民经济持续协调的发展，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中十大关系基本内容的继承。

再如，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培养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基本思想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继承，邓小平同

志提出的要培养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中教育目标的继承。另外，毛泽

东同志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提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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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同样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

想基本内容的继承。二是对毛泽东思想基本方法的继承。毛泽东思想作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形成

了一些基本的方法，这些基本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法宝。毛泽东

思想中的基本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继

承。例如，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继承，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一直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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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再如，群众路线的方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中所坚持的

基本方法，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要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

线的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继

承，目前在全党广泛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群

众路线方法的继承。另外，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

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基本的工作方法，这一方法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继承。在当前开展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

器，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基本方法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理论和文化的继承性表现在：一是

对中国传统理论和文化精华的继承。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

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形成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这些

文化、思想和理论，是中国传统理论和文化的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就继承了中国传统理论和文化精华。例如，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 “和为贵”的思想，我们现在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思想，就是对 “和为贵”思想的继承。再如，在我国的历史和传

统中，一直强调和平，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

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好的继承，我

们现在提出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就是对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思想精华的

继承。另外，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小康”“大同”等思想，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继承，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

论。二是对中国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诸如爱国主义、文明礼貌等优秀的道德传统，这些优秀的道德传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继承。例如，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所强调的要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

及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

国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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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继承性中的发展和创新，取得了一些宝贵的

经验，主要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继承中产生的，也是在继

承中发展的，只有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的继承，是一种 “扬

弃”的继承，不是照搬照抄；三是在继承中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实际，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

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继承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性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是在未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不能割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渊

源；二是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要注意从中华民族优秀

的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营养，不能割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

渊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放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理

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开放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理论

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身，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了较强的生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以

开放的姿态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优秀的理论成果充实和完善

自身。例如，市场经济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理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有一些缺陷，但总体上更符合当代经济发展的

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就吸收了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

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在实践上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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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建立，而且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理论。再如，股份制理论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股份制的理论，在实践上推动了

我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

所有制结构，在理论上也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另

外，其他国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一些新的理论，如包容性增长的理论、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论、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等，也被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吸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正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世界各国优秀

的理论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身，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了较强的

生命力。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改

革和发展中的优秀理论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身，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具有了较强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能够以

开放的姿态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理论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身，还体现在能

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中的优秀理论成果来充

实和完善自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的理论成果。例如，在社会发展

阶段问题上，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社会主

义发展的实际，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

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我国的改革发展必须

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再如，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我们形成了 “一国两

制”的理论，并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

推动了祖国统一的进程。另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

还形成了政治协商的理论、基层群众民主自治的理论、科学发展的理论

等。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中所形成的优秀理论成果，都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吸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正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当代我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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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发展中的优秀理论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身，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具有了较强的时代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开放中的发展，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主

要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有保持开放性，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其

他优秀理论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身，理论才会具有生命力，才能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起指导作用；二是任何一种理论，只有随着时代的

发展一起发展，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优秀理论成果来充

实和完善自身，才能有效地避免保守和僵化，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改革发展起指导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

是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必须不断地吸收世界各国优秀

的理论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身，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具有生

命力，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正确的指导；二是在未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必须不断地吸收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

优秀理论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身，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走在

时代的前列，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第二节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性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创新性

的发展。创新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在未来的发展中，只有不断地坚持创新发展，才能始终保持强大的生

命力。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理论创

新的过程，创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进程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起始阶段。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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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开始，也是从十一届三中

全会开始，我们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起始阶
段，这一阶段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在领

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大胆进行理论创新，

形成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有：（１）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

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不能脱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超越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路线。（２）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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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

面进步。（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行了
一场革命性改革。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具体

制度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我国改革引起社会变革的广

度和深度来说，可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与改革相互联系和并行的

是对外开放。任何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不能成功，中国的发展离不

开世界。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实质，是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坚持和

发展社会主义。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探索，打破了把市场经
济视为社会主义异己物的偏见。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社会制度

的属性，二者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

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江泽民进一步提出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和创举，

它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上极大地推动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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