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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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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根据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以及“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的时代特征，对中国革

命的道路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思

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

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中国走

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新民主主义社会所能提供给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

中国仍然是一个生产力十分落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是“不

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抛开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难以理解我们为什么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

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普遍性的原理，是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基

本准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主要标志。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科学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1）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

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3）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4）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5）坚持共产党的领导；（6）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各国社会主义实

践的理论基石，但这些基本原则的运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

为转移”。如果忽视各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机械地

照搬这些原则，那就会扼杀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表明：坚持社

会主义，决不等于固守某种单一的模式；改革某种社会主义模式，决不能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

则。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多样发展模式日益显现。这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

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更反映了社会主义所应当具有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既不同

于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构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不同于民主社

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本国实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这种社会

形态，在经济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在政治上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

文化建设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社会建设上，按照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要求，以解决民生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

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等。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如下方面：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正是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

极性，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篇章，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事实雄辩地证明，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显著的标志。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

之一。  

  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标。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

义，也不是同步富裕，而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致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就是坚持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发展的规

律性、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新世纪新阶段解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

题的迫切需要，是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最佳途径，它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

宽广。  

  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其实质是共产党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体现中国各族人民当家

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党凝聚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思想的有力武

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想和文化追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  

  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包含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等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就是不

断促进和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它体现了现阶段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

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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