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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

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至今整整90个年头。历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不能割裂。在这90年当

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

标志和界限，大体上有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社会主

义艰辛探索的30年；第三个30年，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

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

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历史充分说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旧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在当

代中国搞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  

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  

  第一个30年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称为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

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

治，拯救民族的危亡，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包括历

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以后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

阶级改良派于1898年发动的“戊戌变法”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1911年所发动的辛亥

革命等三次大的斗争，但最终都失败了。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斗争，都曾试图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

路，但都没有成功。这说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

不能救中国。实践证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根本行不通。  

  1919年，暴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时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年代，各种社

会思潮，包括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应有尽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救中国，通过比较，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

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有了这个选择，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的基础上，于1921年建立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立即投入到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道路，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彻底破

产了。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就过渡到社会主

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参加革

命斗争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无数先烈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  



 

  第二个30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

的30年。搞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

义制度，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一些是借鉴苏联的，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

计划经济等，有一些是独创的，如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实

践证明，凡是独创的，都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二是进行艰辛

的社会主义探索。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识到苏联模式有许多弊端，提出“以苏为戒”，独立地

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既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成就，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又发生了失误，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

命”那样全局性的重大失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挫折。三是重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提出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毛泽东在探索初期发表了《论十大关

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和一

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没有继续下去，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总起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

度基础，也为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出现了转

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中，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出现继续走老路、改走资本主义的路和探

索新路三种不同主张。老路是封闭僵化不成功的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邪路；探索充满生机活力的新

路是光明路、正路。这表明中国正徘徊在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又一次摆

在中国人民面前。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并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它表明了党中央坚持走新路，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

期。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  

  第三个30年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坚持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和主

张，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并在实践中有许多创造，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邓小平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里，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并庄严地宣告中

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锐意进取，奋力开拓，最大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的，邓小平同志奋力开拓的，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不断拓

宽的道路，这是一条能够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是中国发展进步

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

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个理论体系的指引下，坚持走这条道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

放3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00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

年的24.66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相继超过七国集团中的加拿大、意大

利、法国和英国，目前正赶超德国；中国人均GDP也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200美元

以上，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在这个基础上，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党的建设全面向前推进，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和扩大。中国改革开放

30年成功实践的成就，已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19世纪美国的崛起。国际社会许多有识之

士，称赞和看好“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毋庸置疑，在当代中国大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

 



如党政机关一些干部的腐败问题、社会上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以及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

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等。在中国快速发展中，西方国家几百年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在中国几乎一

次性地出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

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就是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正确

看待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和问题、主流和支流，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后的后30年和前30年。  

  总括上述，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没有30年的理想追求和30年的艰辛探索就不可能有30

年的成功实践。在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今天，有人想改旗易帜，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是很不合

时宜的。可以设想，如果在当代中国搞资本主义，那就意味着经济领域搞私有化、按资分配和自由市

场经济，政治领域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文化领域崇尚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其结果

必将导致两极分化，党派林立，思想混乱，天下大乱，这将是一场灾难和大倒退。这是违背历史潮

流，是广大人民坚决反对的。进入新世纪，中国已经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努

力奋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

封闭僵化的回头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对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作了最好的回答。尽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仍处于低潮，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发展，在不发达国家中出现了若干社会主义热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是不

可逆转的。  

（执笔：赵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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