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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回顾党领导我们走过的60年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我们深深地感到：以爱国主义

为强大精神动力，百折不挠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我们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相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救中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解决“实现

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给中国所有的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出了两道大考题。这就是：一要“求得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了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到洪秀全，

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前赴后继，艰苦奋斗，都没有能够解决。在这两道大考题面前，考得最好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参加这场大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李大钊，还是毛泽东、周恩来，无一不是爱国主义者，无一不是为了中国的救亡和

发展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爱国主义者集团，就是这样一个自觉地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融

于一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有深刻洞察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求得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才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而且认识到只有中国发展了，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才

能彻底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得最为深刻：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如果不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上

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终还会被“开除球籍”。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

义建设高潮，历尽艰辛，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内乱以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在拨乱反正中总结历史经验，在改革开

放中探寻新的发展道路，终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了小康社会，并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是因为始终牢记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课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和价值出发点  

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  

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一般都认为，其基本要求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理解是正确

的。但是，还有必要对这一命题及其基本要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中的“中国化”，既说明了中国实际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出发点，又说明了“中国

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出发点。所谓科学的出发点，就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所谓

价值的出发点，就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服务于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振兴中华这一崇高的民族利益。

以往的研究，强调前者多，强调后者少。而只有把这两个出发点统一起来，才可以说全面领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及其基本要求。  

回顾历史，毛泽东是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

科学命题的。在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他首先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讲起，指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同时又是一

个爱国主义者呢？可以的，应该的，看什么历史条件来决定。”“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我们的口号是为保

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

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战争中的实施。”正是根据这样的深刻思考，他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

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

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强调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而且强调这样做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

求，这就是为了“出全民族于水火”，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这样一个由

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人所创立，为振兴中华民族应运而生，融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于一体的思想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批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

批共产党人的杰作。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强调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既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又必

须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

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时候，又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爱国主义相统一，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感召和凝聚中国各

族人民的魅力之所在。  

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追求   

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上和价值上具有这样双重的出发点，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既是切合中国实际

的社会主义，又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热切地坚持的爱国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不仅内在地包含了爱国主义，而且给爱国主义这一古老的传统赋予了新的内涵，提

升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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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他在

这篇文章中还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一个政治大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给“爱国主义”赋予了“现代化”的新要求，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同

志，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爱国主义决不是闭关自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

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作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决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必

须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作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历史性决策。这一切，用邓小平的话

来说，就是四个字：“赶上时代”。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弘扬的爱国主义，是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为使命的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这样

的价值追求，已经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理论之中。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可以注意到，我们

党之所以要领导拨乱反正，纠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政治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之所以要领导改革开放，变革自己在社会

主义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体制，说到底，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能够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

兴中华，赶上时代。我们只要研究一下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

大战略思想，同样可以发现，这些理论提出的宏观发展战略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所有决策，都是为了振

兴中华，赶上时代。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

贯穿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而且贯穿着以“振兴中华，

赶上时代”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换言之，爱国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振

兴中华，赶上时代”这样的爱国主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  

也正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在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

时候，应该更好地更有感染力地把爱国主义情操融入于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之中，更好地更有感染力地动员中华儿女为振兴中

华、赶上时代而发奋学习、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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