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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0年的伟大历程。60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
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复兴之路 

 
60年前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一个多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

裕这两大历史课题中的第一个课题基本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第二个课题。实现国家富强和人

民富裕，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快速高效的发展道路。60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终于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和开辟新道路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立即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一是国体，即国家的阶级属性。我

们没有照搬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

更适合中国国情。二是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我们既没有照搬苏维埃，也没有采纳西方的三

权分立，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政体和国体相适应，有效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三是

政党制度，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崭新的制度。四是国家的结构形式，即国家结构是复

合制（联邦或邦联）还是单一制，在制定《共同纲领》、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周恩来远见卓识，

确定不搞复合制即联邦制，而是在统一的共和国内在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述四项基

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我国的具体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随后，积极稳妥地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五种经济成分，即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

总路线以后，社会主义改造提到日程，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

农业，我们没有采取苏联全盘集体化的途径，而是通过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

高级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主要采取供销合作小组、供销生产合

作社、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逐步把大量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

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用和平赎买的办法，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主

的初级形式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逐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把对制度的改

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将民族工商业者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的一大创举。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



 

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与其相适应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此外，还

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一个人们

梦寐以求的、优于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缺乏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当时的制度、体制和政策，都有苏联模式的烙

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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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开始了艰辛探索。在探索中既取得很大成绩，又发生了重大失误和挫折。毛泽东在探索

初期《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党的八大的有关论述，以

及“大跃进”遭致重大挫折后，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中，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关于区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主要是三个“坚持”，即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

主导、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其中第一条是经济建设的总

方针。二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

术的“四个现代化”。实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第二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三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坚持斯大林的观点，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行产品经

济而非商品经济的观点，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四是关于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五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发展阶段。毛泽东通过总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划分为不发达和

发达两个阶段。六是关于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中国的建设主要靠自己的力量

去解决，但并不排斥外援。七是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

来为我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八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要处理

好五个关系：中央和地方，中央的权力要下放，让地方有更多的权力，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党和非党，坚持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都要兼顾；汉族和

少数民族，强调汉族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中国和外国，学习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九

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构建。毛泽东针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完全适应”和苏联理论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矛盾

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还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

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支撑。  

 

  上述九条，就是在艰辛探索中初步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轮廓。应当说，这条道路

既有别于苏联模式，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即使如此，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仍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如

开采大庆油田，原子弹、氢弹爆炸，发射和回收卫星，建设武汉、南京长江大桥，修建成昆铁路，建

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这条道路并不理想和成功，但为后人开辟新道

路架起了桥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力开辟 

 

  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起点，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

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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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航船启程了。经过几年

 



探索，邓小平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明确提出新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的现代

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

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

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二大以后，依据上述原则，在

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

条道路的主要标志：一是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集中力量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中进

行，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把构成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在党的十三

大以基本路线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指导方针，以保证始终不渝地坚持

走这条道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新贡献。一是依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

论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

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二是在经济全球化

的大趋势下，做出趋利避害，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国

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三是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一是坚持科

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实

质是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发展引上科学发展轨道。二是坚持

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是坚持和平发展。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

发展。这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进一步拓宽、深化和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是一条使中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

下去。  

 

（执笔：赵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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