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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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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60年筚路蓝缕，60年风雨兼程，60年沧桑巨变，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谱写了近代以来中

国爱国主义历史长卷中最华彩、最辉煌的篇章。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爱国主义发展的科学结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爱国主义潮涌在神州大地奔腾不息，

涛声不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支撑，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1840年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无数仁人志士，怀着爱国主义的一腔热血，寻找救国救民的灵丹妙方，

但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抗争都失败了。历史证明，农民阶级的起义行不通，封建阶级的改良主义

行不通，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行不通。只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在马克思主义

的真理之光穿过沉沉夜幕照临神州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才实现了峰回路

转、看到了柳暗花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仅仅经过28年的时间就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经

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成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

选择，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运动大浪淘沙的必然结果。中国自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掌握了自己命运

的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热情，热火朝天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开创自己的幸福生活

和美好未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多少年来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在旧中国留下来的烂摊子的基

础上,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各个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国防尖端科技等一些

重要领域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怕鬼，不信邪，坚定地捍卫国家

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赢得了世界的尊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

国力更有了长足的增长，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

些都与旧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历史雄辩地说明，是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了起来，赢得了

实现民族复兴的最基本的条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启及其成功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

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历史证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

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使中国又好又快地发展起来，还必须找到科学的路

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



 

了初步然而是奠基性的探索，形成了许多科学认识，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

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重大挫折和失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

转折和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前30年的蓄势待发和后30年的鼎新裂变，中国成功

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真正活跃了起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

的社会生产力。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的潮流，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华民族以不

曾有的姿态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

当世界上众多国家在金融海啸中风雨飘摇时，社会主义中国风景独好。历史雄辩地证明，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稳步地走向了富裕安康，开辟了民族复兴的光明灿烂的前景。 

  在近代中国奔腾不息的爱国主义洪流中，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又使当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

义升华到了新境界，开出了烂漫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也是

新中国60年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宝贵而重要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旗帜，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

兴的旗帜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60年来中国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成就是令人惊

叹的。然而，比这一切更可宝贵的是，经过60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用执着和智慧

织就了一面迎风招展、新美如画的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面旗帜以社会主义为经，

以爱国主义为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时代

特色；既具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性，又具有凝聚和激励整个中华民族

的广泛的群众性；既着眼于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瑰宝，又是中华民族伟大爱国主义在现时代结出的硕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与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因而

使社会主义牢牢地根植于中国大地并显示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描绘了未来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每个人自由全

面发展的美好图景，给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极大的启蒙。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在书斋中，而是在实践

中，社会主义只有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和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

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的事情要

自己办，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所形成的重要原

则，也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体现。60年中国走过的历程就是一个探索把社会主义和中国实际结

合起来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是这样应运而生。这面旗帜昭示，社会主义是中国解决自身

发展问题、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走其他任何路

都是邪路，都是没有出路的。这面旗帜同时表明，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 —从中国的具

体国情出发，尊重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伟大创造，着眼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就内在地蕴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之中。正是由于坚持把科学社

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势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巨大

成就成为世界东方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为基本目标和任务，因而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

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是坚

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最忠勇、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近代中国，自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
 



口号后，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人从登上历史舞台起，

就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为己任。邓小平同志有篇文章，题目就是《振兴中华民族》。他在这篇文章

中明确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这

句话深刻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动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围绕着

振兴中华民族，我们党提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

史任务。正是因为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所以这面旗帜

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且代表了现阶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根本、最核心

的利益诉求，能够最大限度地使中国人民凝聚起来、团结起来，结成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以及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筑

成我们新的长城”，凝聚成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排山倒海的力量。6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已

经取得伟大成就，香港、澳门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已经化为生动的实践，

为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熔铸在一

起，因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展现形

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

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使民族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光大，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取得了旧中国所不曾有的

建设成果，并创造了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等，展示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崭新风

貌。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

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孕育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

时代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极大弘扬，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崇尚和谐的观念

牢固确立，诚实守信、团结友爱、互助奉献风尚日益浓厚，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深

入人心，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使民族精神升华到了一个新境界，绽

放出了更加绚丽的光彩。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

等，就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现。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克

时艰，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业绩。 

 

用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锻造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60年中国取得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一曲壮丽凯歌。社

会主义真理之光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升华到了崭新的境界，爱国主义的时代强音使中国社会主

义事业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60年一个甲子，前进的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

点上。面对当今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对新的机遇和挑

战，我们必须更好地用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锻造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一个民族要站

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科学理论是民族前行的灯塔，也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和向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在

中国大地上开出的绚丽的理论之花。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国家的要求，进一步浓厚全党的

学习空气和全民族的理论兴趣，深入做好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

略思想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进亿万群众的心



中，转化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伟大力量。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

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放射出

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用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进一步熔铸和升华民族精神。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有人说

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

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

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江泽民同志也指出：“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我们

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汇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也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时刻

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使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为

此，必须进一步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形成“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

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的浓厚氛围。新中国60年来，许多杰出的科

学家和海外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智慧和才华贡献于祖国。在各条战线上

都涌现了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光大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和带动了全民族。要继续宣扬和

不断推出体现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典型，激励青年和全体人民把爱国之心、强国之志化为报国之行，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在中国革命行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愚公移

山》中提出“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的论断。60年来，在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

始终站在最前列、战斗在第一线，他们既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又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廉洁奉

公的模范，不愧为民族的脊梁。今天，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必须进一步发扬共产

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要带头发扬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树立顽强奋斗、不懈

奋斗、长期奋斗思想。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创新。深入开展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和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用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

相统一的伟大人格力量去带动群众。 

  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高扬了60年。60年的征程是伟大的，60年的历史是辉煌的。展望未来，任重

而道远。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万众一

心地去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前景！ 

  （课题组成员：王幸生 吕虹 姚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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