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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源于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伟大实践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伟    2008-7-24 14:15:33    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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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在纪念创刊10周年之际，召开一个理论研讨会，很有意义。我想就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会议主题，谈两点认识。 

  第一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在当今世界，把社会主义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可能只有我们中国了；而
且，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国家的发展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只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然而，认识社会主义与
中国的相互关系，仅仅到此还不够。不仅中国的发展需要坚持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本身更需要在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和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对于社会主义而
言，只有能够救中国、只有能够发展中国，才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
要的方法论原则。 

  我们搞社会主义，并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我
们发展中国这一根本目的的一种道路和方式。我们选择社会主义、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并不是单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中国发展的道路加以选
择。如果必须选择社会主义，那么其根本理由也只能有一条，即它能够发展中国，能够比其他道路更
有效地发展中国，所以，只有发展中国，才能够证明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只有发展中国，才能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第二点，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刚才有同志说，要想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件十分困难
的事情。于是，人们便会提出一个问题，尤其是许多学生常常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只有社会主
义能够救中国，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说不清楚，又如何来救中国呢？ 

  这一方面表明，建设中国和发展中国的伟大实践迫切地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包括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实践也迫切要求我们端正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和方
法。社会主义不是教条，而首先是伟大的实践；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很成熟并有既定的规范，而是需要
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造。 

  坚持社会主义实践，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根本的动因是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解决
中国的发展问题。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来有些人说它是资本主义，已有的社会主义理
论确实从未提到过它，但它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那时，对于中国来说，最迫切的发展目标就是
解决温饱，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这一点，因而人们就认识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学说，还是正统
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但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雄辩地
证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在中国不仅能够统一，而且实现这种统一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中国社
会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成就。这种空前的成就不仅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而且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本身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证明着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选择，社会主义本身是正义的，那么这种正确和正义性的根本，就在于
它能够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也应当把一切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归
纳、提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源于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伟大实践，特
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党的十七大基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十分科学的。因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其说是某种理论的构建，不如说是基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改革
开放历史进程中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所形成的深刻经验和成功创造做出的系统总结。 

  因此，检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视其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的
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中国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我
们可以说，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既是发展中国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力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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