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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历程 宏伟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回顾

唐 旭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的辛勤耕耘，90

年的辉煌成就，足以让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中华儿女从内心感到骄傲与光荣。

中国共产党自 1921年 7月 1日诞生之日起，即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争取独

立、谋求解放、建设中国的重任，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枷锁。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

共产党人刚刚接管的旧中国，不仅国力贫弱，而且民生凋敝，可谓是满目疮

痍、百业待兴，整个经济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工业整体上处于手工作业的状况，

根本谈不上工业体系；农业还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平；交通工具落后，

畜力车和木帆船等为主要运输方式;市场商品严重匮乏，加上物价暴涨，多数居

民还处于未解决温饱状态。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艰难起步的，全国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征程。

曾经有人断言，共产党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然而，90年来，特别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探索，艰苦奋斗，勇往直

前。尽管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上始终扭住发展这一主题不放松。经历了半个多

世纪艰苦、曲折的探索，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经过改革开放，

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经济、社会、科技等各方面都取

得了伟大的辉煌成就。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

界东方。

001



辉煌的历程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集

一、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巨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
著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生活水平都十分低下，综合实力十分

弱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生活水平都大幅

度提高，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实现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综合国力明

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 8.2%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 585 倍，位次跃升世

界第二位。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679亿元，2010年接近 40万亿元，达

到了 397983亿元，比 1952 年增加 585.1 倍，1953—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

增长 8.2%。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平均汇率折算达到 58791亿美元，超过

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 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相当

于 1957年一年的总量。1952 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很小，根据世界银

行资料，200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成美元，为 49090 亿美元，占世界的

8.5%，相当于美国的 34.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249倍，年均增长 6.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1952

年的 119元迅速提高到 2010年的 29748元，2010年比 1952年增加 249倍，按可

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6.6%。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

的国家，在新中国成立 62年之内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1339 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日益增强。

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只有 62亿元，2010年已超过 8万亿元，达到 83080亿元，

比 1950年增加 1339倍。国家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的宏观调

控能力，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外汇储备增加 20483倍，我国由长期以来的外汇短缺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

外汇储备大国。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 1.39亿美元，2010年达到 28473亿

美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自 2006年超过日本，连续五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二、商品和服务实现巨大转变，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
列世界前茅
新中国成立以前直到 20世纪 90年代，短缺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新

中国成立 62年来，商品和服务实现由严重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商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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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供给能力大为增强，长期困扰我国的商品短缺问题逐渐成为历史。

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只有 11318万吨，人均 209公斤；2010年达到 54641

万吨，与 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 3.8倍，人均产量增长 95.4%；棉花产量

1949年只有 44.4万吨，2010年达到 597万吨，与 1949年相比，增长 12.4 倍；油

料产量 1949年只有 256万吨，2010年达 3239万吨，比 1949年增长 11.7倍；糖

料产量 1949年只有 283万吨，2009年迅猛发展到 12045万吨，与 1949年相比，

增长 41.6倍。肉类、水果和水产品的迅速增长则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从量的满

足到质的追求的变化过程。猪、牛、羊肉类产量 1952 年只有 339 万吨，人均 5.9

公斤，2010年产量 6121万吨，人均增加到 45.8公斤；水果产量 1949 年有 120 万

吨，人均 2.2公斤，2009年产量 20395.5万吨，人均 228.3公斤；水产品产量 1949

年 44.8万吨，人均 0.8公斤，2010年产量 5366万吨，人均 40.1公斤。

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问题，而且还使我国逐

渐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长。2010年与 1949年相

比，纱产量由 32.7万吨增加到 2717万吨，增长 82.1倍；布由 18.9亿米增加到

800 亿米，增长 41.3 倍；糖由 20 万吨增加到 1102.9 万吨，增长 54.1倍；原煤由

0.32亿吨增加到 32.4亿吨，增长 100.3 倍。电视机、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计

算机、空调器等一大批新兴电子产品产量也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以后呈迅猛扩

张之势。电视机 1958年只有 0.02万台，到 2010年达到 9033万台；电冰箱 1956

年只有 0.03万台，到 2010年达到 7300.8万台；房间空调器 1978 年只有 0.02 万

台，到 2010年达到 10899.6万台。随着工业基础建设的加强，生产能力的不断扩

张，我国由一个只能制造初级工业产品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09

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高达 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

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2010年，我国装备制造业总规模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对服务业的需求，还在与第一、

第二产业的良性互动中催生了大量新兴产业。195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只有 191

亿元，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 171005亿元。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

业等传统行业保持增长，金融、房地产等新兴服务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伴

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一些新兴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

工农业产品产量位次大幅前移，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有举足轻重的力

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没有一种农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2008年主要农产品

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油菜子、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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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大豆分别居第二、第三、第四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

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四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

前移。

三、经济结构实现巨大调整，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城镇化水

平很低，地区发展不协调。新中国成立 62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

扩大，经济结构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均衡到相对均衡的巨大调整。

产业结构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1952年农业经济占经济总量

的一半多，到 2010 年，第一产业由 1952 年的 51.0%下降为 10.2%，第二产业由

20.9%大幅上升到 46.8%，第三产业则由 28.2%大幅上升到 43.0%。

工业结构实现了从门类简单到齐全，从以轻工业为主到轻重工业共同发展，

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向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的转变。工业

结构门类逐步齐全，钢铁、有色、电力、机械、轻纺、食品等工业部门逐步发展壮

大，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如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等也从无到有，迅

速发展起来。一个行业比较齐全，轻重工业比重趋于协调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

1949年轻重工业比重为 73.6∶26.4，2009年轻重工业比重为 23.4∶76.6，重工业

比重大幅上升，高技术产业、大企业、企业集团不断强化，企业组织结构明显改

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分配结构实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对平均主义到以按劳分配为主、资本和

技术等收入为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2010 年，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中，工薪收入占 65.2%，比 1990 年下降 10.6 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

8.1%，财产性收入占 2.5%，转移性收入占 24.2%，分别比 1990 年提高 6.6 个百

分点、1.5个百分点和 2.5个百分点。2010年，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工

资性收入占 41.1%，比 1985年提高 23.0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占 47.9%，比

1985年下降 26.5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已占到 3.4%。

城乡结构经历了以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转变。到 2009年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 46.6%，比新中国成立初期上升了 36.0 个百分点，年

均上升 0.63 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12.0%上升到

2009年的 39.9%。2010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到 345.5万公里，已基本实现公

路“村村通”，农村公路建设让人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2008 年全国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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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 99.2%。2009年已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达

99.9%。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区域结构实现了由低水平不协调到各具优势、协调发展的转变。1952年，东

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 68.3%，而中、西地区工业总产值部分别只占 21.3%和

10.4%。2010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 53.0%，比 2005年下降

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19.7%、

18.7%，分别比 2005年提高 0.9个百分点和 1.6个百分点。

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实现巨大飞跃，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
力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极其薄弱，生产和生活均受到较

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后，经过前期工业化的积累，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实现由薄弱到明显增强的巨大飞跃，

并逐步由发展瓶颈转变为促进发展的推进器。

到 2009年底，全国共有大中型水库 3803 座。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由 1952 年

的 1996万公顷扩大到 2009年的 5926万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1952年的 18

万千瓦增加到 2009年的 87496万千瓦。

能源生产能力由弱变强，终结了“贫油”、“缺电”历史。2010 年，我国能源生

产总量达到 29.9 亿吨标准煤，比 1949 年增长 124.9 倍，年均增长 8.3%，已经成

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达到 90%。原煤产量由

1949 年的 0.32 亿吨扩大到 2010 年的 32.4 亿吨，增长 100.3 倍。原油产量由

1949年的 12万吨扩大到 2010年的 2.03亿吨，增长 1690.7倍。发电量由 1949年

的 43亿千瓦时增加到 2010年的 42065亿千瓦时，增长 977.3倍。

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基本形成。铁

路运营里程由 1949年的 2.18万公里增加到 2010年的 9.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

增长 3.2倍。截至 2010年底，我国高铁投入运营里程达 8358 公里，高速铁路运

营里程高居世界第一。公路等级明显提高，路况大为改善。公路里程 2010年达到

398 万公里，比 2000 年的 147.27 万公里，增长 1.7 倍。特别是高速公路从无到

有，迅速发展，2010年总长度已达到 7.4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内河航道通航里

程由 1949 年的 7.36 万公里增加到 2009 年的 12.37 万公里。民用航空已开通

1592条国际国内航线，航线里程达到 234.51万公里。输油（气）管道里程由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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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0.02万公里增加到 7.8万公里。

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初步建

成。2010年全国局用交换机容量达到 46559万门，比 1949年增长 1493.7倍。固

定电话用户数达到 29438万户，比 1949年增长 1349.1倍。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

有，由 1988年的 0.3万户增加到 2010年末的 81154.4万户。移动电话交换机容

量达到 15.05亿户。电话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长途

光缆线路长度达到 81.8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18759.9万个。我国互联网

上网人数达到近 4.53 亿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12633.7 万户，居全球第一。

全国邮电业务总量从 1978年的 34.1亿元增加到 2010年的 32940.2 亿元，增长

965倍。已通邮的行政村比重达到 98.8%。

五、对外经济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
均跃居世界前列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外贸易仅限于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

贸易规模极其有限，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对

外开放之路，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一跃成为世界对外贸易大

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1950 年的 11.3 亿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9728 亿美元，

增长 2629.8 倍，年均增长 14.0%。其中，出口额由 1950 年的 5.5 亿美元扩大到

2010 年的 15779 亿美元，增长 2867.9 倍，年均增长 14.2%；进口额由 1950 年的

5.8亿美元扩大到 13948亿美元，增长 2403.8倍，年均增长 13.9%。进出口贸易总

额 1978年居世界的第 29位，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进口总额上

升至世界第二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 0.8%提高到 2009年的 8.8%。与

此同时，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1980年，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

高达 50.3%，2009年，初级产品比重已经降到 5.3%，机电产品等工业制成品比重

则上升到 2010年的 94.8%。量的增加和结构的改善使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对外贸易大国。

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79—2010年，我

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10483.33亿美元，平均每年 328亿美元，2002 年以来

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198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9.2亿美

元，2010年达到 1057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年均增长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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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合作从无到有，“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2003 年对外直接投资额

（非金融部分）为 29亿美元，2010年达到 590亿美元，是 2003年的 20.3倍。

六、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正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
新中国成立以前，人民生活积弱积贫，痛苦挣扎。经过 62年的发展，人民生

活由温饱不足走向小康，到 2000 年总体上实现小康，实现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

历史性跨越，并逐步向全面实现小康转变。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财产性收入进入寻常百姓家。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 1949年的不足 100 元提高到 2010 年的 19109 元，扣除价格因

素，增长 22.1倍，年均增长 5.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949年的 44元提高到

2010年的 5919元。收入的增加使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0

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 30.33万亿元，比 1952年底的 8.6亿元增加

2.53万倍，人均由 1.6元增加到 22672元。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

城镇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由无到有，上升到 2010年的 2.5%。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逐步改善。居民人均消费 1952年为

80元，2009年为 9098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52 年提高了 16.5 倍，年均实际

增长 5.1%。居民消费结构也明显改善。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 1957 年的

58.4%下降到 35.7%，农村居民家庭由 1954年的 68.6%下降到 41.1%。从耐用消

费品看，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电话等在城镇地区逐步普及，汽车、家用电

脑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提高。2010 年，城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

13.1辆，家用电脑拥有量为 71.2台，移动电话拥有量为 188.9部。农村居民彩色

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摩托车等普及率也不断提高。2010年，农村每百户彩色

电视机拥有量达到 111.8台，拥有家用电脑 10.4台，电冰箱 45.2台，空调 16 台，

洗衣机 57.3台，移动电话 136.5部，摩托车 59辆。

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在顺利地向

前推进。到 2010年末，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5673万人，比 1989

年增加 19663 万人，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43206 万、

13376万、16173万和 12306万，比 1994年分别增加 42806万、5408万、14351万

和 11390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在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医疗改革试点也在

加快推进。截至 2010年底，全国列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

人数达到 10277万。2010年，267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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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 96.3%；低保等制度的实施使得低收入居民生活得

到保障。2010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 209万，有 2311.1万城市居民和

5228.4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金。

七、科技和教育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
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科技和教育水平十分落后，全国人口 80%以上是文

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 20%左右。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 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足 500人，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 30多个。经过 62年的努

力，科技教育事业飞速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科技成果举世瞩目，一些技

术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文盲率大幅下降，义务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高等教

育规模迅速扩张。科技和教育实现了由落后到突飞猛进发展的转变。

科技投入稳步增加，科技事业不断取得重大成果。2010年，全社会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支出 69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5%，比 1991年提高 1.10个百

分点；截至 2009 年底，公有制经济企事业单位共有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

员、科学研究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等五类专业技术人员 2321万人，比

2005年增长 31.3%。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明显增长，已成为中国科技人才队伍

的主体。目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对科技的重视和科

技投入的增加使科技成果大量涌现。我国科技人员成功爆破了原子弹和氢弹，成

功发射了人造卫星，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建成了正负电子对

撞机，秦山、大亚湾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不断升级并全部

研制成功。中国科学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科学家一道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1%

基因绘制图，在世界上首次构建成功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

枢纽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许多指标都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的纪

录。量子信息领域避错码被国际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我国

自主研发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绕月飞行成功，“神舟”系列航天飞船成功发

射，“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

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是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我国

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第一台深海载人潜水器等重大科技工程成果丰

硕。超级杂交水稻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对提高我国水稻产量、确保粮食安全起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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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教育结构不断改善。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

学生 2231.8万人，比 1978年增加 2145.8万人。1978—2010年累计毕业普通本专

科毕业生 4627.5 万人，研究生 285.5 万人，分别比 29 年前增加 4349.5 万人和

283.5万人。教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0年，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6.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2.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100.1%；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一直保持在 99%以上，超过发达国家 96%的平均水

平；文盲率降至 6.67%。2010年，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规模为 4670万人，比 1980

年增加 2949万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进程要求的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2010

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 2231.8 万人，每年有近 500 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

进入劳动力市场。

八、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社会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社会事业基础薄弱，水平低

下，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新中国成立 62年来经过不懈努力，文化等社会事

业快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增强。

多层次、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2010

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 93.9 万个，比 1949 年增加 255.7 倍。卫生技术人员 584

万人，比 1949年增加 10.6倍。医院和卫生院床位 437万张，比 1949年增加 53.7

倍。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3.3张，远高于 1949年 0.15张的水平，处于发

展中国家中等偏上水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逐步推开，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 1949年的 35岁提高到 2005年

的 73岁，在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2010年末，全国

共有公共图书馆 2860个，是 1949年的 52.1倍；博物馆 2252个，是 1949年的

107.2 倍；共有广播电台 227 座，而 1949 年只有 49 座；电视台从无到有，达到

247座；有线电视用户 18730万户。2010 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96.8%，电

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97.6%。全年生产故事影片 526 部，而 1978 年仅生产故事

片 4部。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几倍、几十倍增长。2009年出版图书 30.2万余

种，是 1950 年的 24.9 倍，总印数 70.37 亿册；期刊 9851 种，是 1950 年的 33.4

倍，总印数达 31.5亿册；报纸 1937种，是 1950年的 5.1倍，总印数 439.1亿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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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跨越。1956年，举重运动员陈镜开

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959 年，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为新

中国取得第一个世界冠军。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夏季奥运

会，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00年悉尼夏季奥运会，中国首次进

入奥运会金牌榜前三名，金牌总数位居第三，取得了历史性突破；2008 年，北京

成功举办了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代表团取得

了 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创造了中国

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以来最好成绩。2010 年我国成功举办了上海世博会，极

大地扩大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据统计，1949—2010年，我国运动员共获

得世界冠军 2533个，创超世界纪录 1054次。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越来越多

的人投入到强体健身的体育运动和锻炼当中，体质不断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进展，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得到控制。2009年，全国环境

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 4525亿元，约为 1981年的 180倍，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1.33%；全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2512 亿元，是 1981 年的 465.9

倍。2010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 10262万立方米，是 2000年的 4.8

倍；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76.9%，比 2000年提高 42.6个百分点；建成区绿地率达

到 34.5%，提高 10.8个百分点。2006—201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

下降 19.06%。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得到控制，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

2005年下降 12%左右，二氧化硫下降 14%左右。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90 年，是领导中国人民波澜壮阔、浴血奋战、积极探索、

与时俱进、阔步前进的 90年，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快速发展，跻

身世界前列的 90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充满

信心。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一定能够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救中国，而且更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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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新理论实践特色
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曾德胜

在新时期，党的创新理论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

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具有的鲜明的实践特色，决定了它必然同

时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其实践特色的内
在要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特色
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并在指导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鲜明的实践特色。

（一）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源泉

认识来源于实践。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厚的实践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

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正是适应改革开放新时

期的实践需要而形成和发展的。

1. 理论创新主题来源于实践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

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建设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实践主题。这一实践

主题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是

紧紧围绕这一实践主题展开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在实践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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