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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将计划经济体制改为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了全方位开放；但同时，仍然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把全民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把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和支柱，把市场经济

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放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仍然坚

持前30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所确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既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又发

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着眼点放在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摈弃了以往“左”的做法，并大力推动社会组织的建设；但

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共产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

仰者，引导全体人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坚

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警惕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分裂、渗

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国际战略上改变了过去关于时代特征的判断，认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同

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并加强了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对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但同时认

为，“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要求军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

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

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要求“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完善国防动员体系”。中共十七大报告把“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当然是在改革开放后30年提出的，但它与前30年并非毫无关系，更非水火不容。首先，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是这么做的，只是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作怪，才逐渐

游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把这个中心重新转移了回来，而不是对这个中心的最初确立。其次，改革

开放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完整概念，前30年无论在客观还是主观上，都不具备提出的条件。但

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比如针对苏联经验中的缺点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一般意义上的开放，比

如为突破西方国家包围、封锁、制裁而进行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都不同程度地进行

过。只是后来由于“左”的思想泛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才使我们逐渐走上了体制僵化和封闭半封

闭的道路。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也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过先进设备。至于四项基本原

则，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它“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由此也可以

 



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形成过程中，既有后30年对前30年的发展，也有后30年对前30年的继

承，离开其中任何一个30年，这条道路都不可能形成。两个30年虽然有很大差别，但既没有彼此割

裂，更没有相互对立，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准

备，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完善，两个阶段共同促成了这条道路的形成。 

  对历史的认识从来是与对现实的认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

样的历史观。反之，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也往往会影响他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新中国两个30年

的关系问题是历史问题，同时又是现实问题。事实说明，如何认识这两个30年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是

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关度极高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必然

会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必然会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凡是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

辟”的，必然会把前后两个30年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把前后两个30年加以割裂、对立、相互

否定的，也必然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就会清楚，如果1978年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新中国的历史将难以为继，结果只

能是死路一条。这一点已为我们自己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样毫

无疑问的是，如果1949年不建立新中国，新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新时期也难以起步，即使起步也会误入歧途，结果也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一点也已为我们自己和

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因此，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

有今天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割裂和对立起来，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

者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上必定会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比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重视历史。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

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他还说：“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

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对新中国两个30年关系的研究，并把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宣传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国民教育之中，用历史

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不断增强人们对这条道路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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