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主  编 闫 玉
副 主 编 孔德生 王雪军
本册作者 李忠东 徐 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李忠东，徐蕾著．--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3
 ISBN978-7-5158-0842-0

 Ⅰ．①什… Ⅱ．①李… ②徐… Ⅲ．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通俗读物 Ⅳ．①D61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第034642号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  者：李忠东 徐 蕾
出 品 人：徐 潜
策划编辑：魏鸿鸣
责任编辑：林 立
封面设计：徐 超
责任审读：李 征
责任印制：迈致红
出版发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155mm×220mm 1/16
字  数：79千字
印  张：12.25
书  号：ISBN978-7-5158-0842-0
定  价：28.00

服务热线：010-58301130       工商联版图书
销售热线：010-5830281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地址邮编：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A座

19-20层，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

E-mail：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
E-mail：gslzbs@sina.com （总编室） 联系电话：010-58302915



001    

SH
E
N

M
E

SHI
Z

H
O

N
G

G
U

O
TE

SE
SH

E
H

UI
Z

H
U

YI

目 录Contents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001

 （一）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

物质基础 /001

 （二）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

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08

 （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

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

一世纪 /027

 （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041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 /052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053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056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070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四个特色” /072

 （一） 实践特色 /072

 （二） 理论特色 /074



002    

M
A

LIE
Z

H
U

YI
C

H
A

N
G

SHI
G

O
N

G
MIN

D
U

BE
N

 （三） 民族特色 /077

 （四） 时代特色 /079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083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 /083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085

 （三） 深化对国情的认识，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

动摇 /087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091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

逐步形成 /091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

辩证关系 /097

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内容 /100

 （一） 经济建设 /100

 （二） 政治建设 /110

 （三） 文化建设 /119

 （四） 社会建设 /127

 （五） 生态文明建设 /142

参考文献 /154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1    

SH
E
N

M
E

SHI
Z

H
O

N
G

G
U

O
TE

SE
SH

E
H

UI
Z

H
U

YI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一）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

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 物质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了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 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

大的社会变革，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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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探索过程中， 虽然经历了严

重曲折， 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

果和巨大成就， 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 物质基础。”

1．浴血奋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 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

的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家日益贫

弱， 社会战乱不已， 民族灾难深重， 人民饥寒交迫。

从1842年到1911年， 清政府同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

不平等条约。 就割地、 赔款两方面而言， 这些条约给

中国社会造成严重的灾难。

为挽救民族危亡， 各个阶级都登上过中国的政治

舞台。 一个个党派纷纷登场， 各种主义纷纷亮相， 然

而历史的发展无情地宣布， 无论是主张改良主义的，

主张全盘西化的， 还是主张全盘复古的， 都以失败告终。

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几乎

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 但是功败垂成； 以康有为、 梁

启超为首的改良派， 依靠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性质

的政治改良运动， 结果历时103天就宣告失败。 以孙

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运动领导的辛亥革命， 尽管推翻

了清王朝的统治， 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但是革命的果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03    

SH
E
N

M
E

SHI
Z

H
O

N
G

G
U

O
TE

SE
SH

E
H

UI
Z

H
U

YI

实很快便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 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事实充分证明， 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

重压迫下，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具有局限性，

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具有两面性， 以孙

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 都不可能领导中

国革命取得成功。 资本主义的道路、 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正当人们处于彷徨之际，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经过五四运动， 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1年在中国

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立即深入各大工厂、 煤矿、

码头， 组织和领导工人成立工会， 开展反对帝国主义

和军阀统治的罢工斗争。 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

工为起点， 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直至

1923年2月，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军阀血腥镇压，

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

败， 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 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

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

够的， 还必须联合其他社会阶层， 建立所有进步力量

的联合战线。 于是， 1924年以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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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掀起了大革命的浪

潮。 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 国民革命军迅速

击溃了封建军阀的军队， 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

地区。

与此同时， 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

长。 1927年4～7月， 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发动了反

革命政变， 正式同共产党决裂， 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 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 要在一个像中国这样落后的

东方大国进行革命， 必须有新的思考， 开辟新的道

路。 1927年8月1日， 周恩来、 贺龙等领导发动了

南昌起义， 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 创建

人民军队， 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即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 道路的开端。

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胜利的。 正当革

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 敌人的疯狂 “围剿”， 加上

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

的境地。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

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开始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 在长征途中， 1935年1月， 遵义会议确立了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拨正了革命

的航船。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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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又加

紧向华北扩张。 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形势的重

大变化， 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经过

八年抗战，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

投降。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

的反侵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

定的环境， 以休养生息， 重建家园。 为此， 中国共产

党提出了和平、 民主、 团结的方针， 主张建立民主联

合政府。 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国共两党签

署了 《双十协定》， 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 但是，

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拒绝和平

民主的要求， 粗暴撕毁协定， 公然发动内战。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 从此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

站起来了。

2．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新中国诞生之初， 在国内， 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仍

在负隅顽抗， 西北、 西南有大批的土匪， 随时准备策

应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 还留下了一批特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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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机破坏国民经济建设； 而国民经济发展低下， 人民

生活十分困难。 在国际上， “冷战” 兴起， 以美国、

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 并对新中国实

行政治孤立、 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政策。 面对错综复

杂的国内国际环境，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广大

群众， 肃清反动残余力量， 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 破坏

和武装挑衅， 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医治战争的创伤。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并且自主

研发了导弹、 原子弹和人造卫星， 加强了国防军队建

设。 当时美国、 苏联都拥有核武器， 面对大国的核威

慑， 毛泽东高瞻远瞩， 做出了核武器要搞一点的指

示。 1956年9月30日， 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

苏加诺的谈话时指出 “人家看我们不起， 而且他们手

里还有一个大东西， 叫作原子弹。 我们连一个小的都

没有”。 到1961年同蒙哥马利谈话的时候提出： “ （我

们） 准备搞一点 （核武器）。 哪年搞出来， 我不知道。

美国有那么多， 是十个指头。 我们即使搞出来， 也只

是一个指头。 这是吓人的东西， 费钱多， 没有用。 我

们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 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工业才开始有一点。 我们像穷人、 叫化子， 穿上漂亮

衣服， 到外面跑一跑。” 可见， 毛泽东对核武器的认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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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很深刻， “费钱多、 用不上、 就是个用来吓人的东

西”， 但是作为一个大国来讲， 没有不行。 经过艰苦

攻关， 终于在罗布泊实验成功了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然而，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经

济文化落后、 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

义， 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异常复杂的任务。 一段时间

里， 在 “左” 的思想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个

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失误： 一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

度问题上， 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 面对第一个 “五年

计划” 取得的成功， 在1958年通过的 “二五计划”

中提出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 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到1962年建成

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在若干重要产品和产

量方面超过英国， 赶上美国。 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

动， 实现 “大跃进”，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结果使国

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 二是犯了阶级斗争扩

大化的错误， 导致了频繁的政治运动， 并最终酿成

“文化大革命” 这样长达10年的全局性社会动乱。 后

来， 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 那个时期出现的失

误表明，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

一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真正认识清楚， 中

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成熟、 很不完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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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 借鉴世界社

会主义历史经验， 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深刻揭示

社会主义本质，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明

确提出走自己的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回

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成功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1） 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突破 “两个凡

是” 的思想禁锢

粉碎 “四人帮” 后， 举国欢腾， 人心思变， 百业

待举。 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纠正 “文化大革命” 的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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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

但是1977年2月7日的 “两报一刊” 发表的社

论提出了 “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 （即 “凡是毛主席

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继续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和

手脚。

为改变这种局面， 真正解放思想， 邓小平等老一

辈革命家提出， “两个凡是” 的实质是如何完整、 准

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问题。 为此， 邓小平

提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

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 把党和社会

主义的事业， 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 胜利地推

向前进。” “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的意思是， 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

识， 要善于学习、 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

导我们各项工作。 只有这样， 才不至于割裂、 歪曲毛

泽东思想， 损害毛泽东思想。”

在1977年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后， 聂荣臻、

徐向前、 张鼎丞等老同志分别发表文章， 宣传实事求

是思想原则。 9月28日， 陈云发表 《坚持实事求是

的革命作风》 的文章， 明确把实事求是提到 “马克思

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 的高度， 认为 “是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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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

义、 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这些文章的

基本思想， 同邓小平提出的 “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

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 这一正确主

张相呼应， 对冲破 “两个凡是”、 推动思想解放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为不久后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

论基础， 拨正了方向。

（2） 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进一步解

放思想， 及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5月10日， 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 《理论

动态》 第60期上， 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

学胡福明撰写的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随后各大报纸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阐明， 实践不仅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 而且是 “唯一标准”； 实践不仅是

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而且还是检验党的路线是

否正确的 “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 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 旗帜鲜明地肯

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

要观点， 进一步批评了 “两个凡是” 的错误主张。

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形成广泛

的思想解放运动， 推动中国政局向前发展， 1978年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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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 先后视察了东北三省

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 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在这些谈话中， 邓小平多次明确谈到党的工作重

点转移问题。 他指出， 要从实际出发， 利用各种现有

的条件， 实现四个现代化， 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 他

特别强调， 应该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 “四人

帮” 的群众运动， 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四个

现代化建设上来。

同时， 还谈到了改革开放等问题。 他从唯物史观

的高度指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 正确

的政治领导的成果， 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上，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而且， 邓小

平还从执政的高度指出： “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

期内， 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 还谈什么优越性？ （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

够忍耐多久， 我们要注意这个话。）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他强调： “社会主

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 哪能像现在这样， 搞了二十

多年还这么穷， 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我们一定要

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 使人民的物质

生活好一些， 使人民的文化生活、 精神面貌好一些。”

这些讲话内容后来都集中地反映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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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主题报告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

看》 中。

1978年12月18～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北京举行。 全会坚决批判了 “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

针， 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 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

的科学体系； 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确定了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

前看的指导方针； 决定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 做出了从1979年起

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

策。 此外， 全会还提出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

事； 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 提出了改革权

力过分集中的政治、 经济管理体制， 实行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的重要思想； 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

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

局面。

（3） 平反冤假错案，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10日，

中央决定召开工作会议， 主要讨论农业问题和未来两

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但是出席会议的陈云等老一辈

革命家， 在发言中率先提出首先必须解决平反冤假错

案、 彻底纠正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等重大问题。 在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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