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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前提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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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内在地决定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

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

的活力源泉。”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既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又赋

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新的巨大贡献。 

     大家知道，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也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出现过“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中国为什么至今也没

有发生类似苏联演变的悲剧呢？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仅避免了类似苏联剧变的历史悲剧在中国

重演，而且开创了中国发展进步的新道路和新局面。国内外的一些媒体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

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扭转了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挽

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最重大的贡献”。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伊兹拉莱维奇更是充满激情地

说：“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宣示着21世纪初、甚至

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

为主要的一级”。“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

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

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外部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 

     社会主义要充分发挥优越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改革开放不行，乱改革开放也不

行。因为不改革开放就不能克服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弊端，就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就不能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同样，改革开放如果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

基本原则，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引起社会动乱和危机，也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战后社会主义运动

教给人们的一条最重要的历史经验。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打着“革新”社会主义的旗号，



 

把他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说成是适应当代发展趋势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具有

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

国主义和族际主义原则”的实现，按照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

制度，结果是造成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苏联演变和解体十五年之后，戈尔巴乔夫说的一番话发人深

省：“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

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

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 

     苏联剧变的灾难性后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以鲜明的对照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统一性，显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同志告诫我

们：“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同志也深刻指出：“在

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

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

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

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

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

义方向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制订和贯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方案的时候，都要坚持

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我们一定要

正确地、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起来，以促进国民

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实现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注意提高改革决策

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不断开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前提；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

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

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已

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如何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顺利推进，是

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我们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断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排除各种

错误倾向的干扰，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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