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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通过对民主社会主义嬗变和实质影响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分

歧。 

  （一）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民主社会主义一贯强调自身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认为社会主义不应当以某一

种固定的思想为其理论基础，而应当兼容并收所有符合伦理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材料。因此，它反

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构成和来

源的多样性，认为基督教教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康德的伦理学与新康德主义、黑格尔的辩证历史

哲学、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方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经验等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理论基

础。同时，它还广泛吸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自由市场经

济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占指导地位。在实践

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时代特征以及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

使马克思主义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强大思想先导。 

  （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共产主义作

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民主社会主义在其后来的发展演进中，逐步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目标，转而强调一些基本的伦

理价值，声称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价值，是某些基本原则或基本价值的实现，坚持把“自由、民主、

公正、互助”等伦理道德原则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一个社会公

正、自由民主、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和矛盾产生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

义根本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身，也不在于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存在，而是违背了所谓人类一般的理性、伦

理原则，只要按照上述原则不断对其改良就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社会主义视为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形态，认为社会



 

主义有着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坚持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并确立了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共

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混合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坚持公有制占主体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生产资料社会化仅仅是实现社会

主义的手段而非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声称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社会主义可

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他们主张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

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

有的根本差别，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对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建立和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了过去那种盲目追求纯之又纯的单一公

有制的做法，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但同时，也一直坚持强调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并将之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四）民主社会主义公开宣称自己是“全民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管理模式的变化，加剧了

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迁。传统产业工人队伍缩小，新中间阶层急剧膨胀，社会（民主）党传统的

社会基础遭到了削弱。为寻找适应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环境下的新的社会认同，社会民主党摒弃阶级政

治，淡化自己的传统阶级定位，抹煞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公开宣称自己不是某一个阶级和集团的组

织，而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任何政党都有其阶级基础，代表着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是这个

阶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中国工人阶级为基础，集中体现了中国工

人阶级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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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各族人民利

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面前，工人阶级依然是推翻资

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在多种社会阶层出现和并存的新格局下，共产

党仍然必须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五）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主观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当作“民主的最高

形式”，认为民主主要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与文化进步以及国际民主。但是，民主社

会主义从抽象的、超阶级的视角看待民主，他们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产阶

级民主的框框内，认为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因此，

民主社会主义鼓吹阶级调和，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式民主，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

看作是一党专制和极权统治，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通过民主、改良的办法就可以实现社会主

义，根本无须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其实也是民主社会主义不敢触动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秩序的

改良主义基本立场的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任何民主本质上都表现为一定阶级的专政和民主，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

体，实现专政与民主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拒绝实行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

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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