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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国特色” 

 作者:沈宝祥  来源

   自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人们不断地问什么是“

实践，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已经比较具体也比

  一、邓小平为什么提“中国特色” 

  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在我看来他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抛弃苏联

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搬了苏联模式，而实践已经证明，采取这种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不

成功。他针对苏联模式，提出了“中国特色”。这意味着要建立一种适合中国情况

了取得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权。苏联一向以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自居，

照搬他们的一套，否则就给扣上“民族主义”、违背“普遍规律”等大帽子，并横

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主要是针对苏联而言，告诫他们

建设事业。 

  “中国特色”的提法提出后不久就受到苏联方面的“关注”。1984年6月21日，

报》发表了题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主导因素》的文章，大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

“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章说：“出现了企图从修正主义立场解释社会主

生产同私人生产的相互关系的现象。有些学者鼓吹削弱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首先是削弱集中

用，提倡市场竞争和扩大私人经济成分的比例。这种‘探索’没有考虑主要的一点

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首先是动摇社会主义经营的基础。”很明显，

行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针对我国市场趋向的改革。这篇文章进而指责：“追求民族的

仿或无视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同样是危险的。”这更是明白地针对“中国特色”而言的。

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作这样的负面评价，无疑就是苏共的观点和立

“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景。现在，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个重要的背景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特色”是在特定

的，人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推进。 

  二、对“中国特色”有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强调从基本国情出发，到既强调国情又重

  开始，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切合中国的实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作了

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照搬“别国经验

为，“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因而不能成功。在开初，大家都是

国社会主义问题的。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致力于研究基本国情。党的十三大作出了

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强调，一切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当时，我们提出的改革

种经济成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都是以基本国情为依据的。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深化。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就开始超越国

首先思考的，是市场经济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社会主

济。广东的卓炯等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在热烈的争论中，这

为广泛的共识。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吸纳了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



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

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

经济学初稿，有历史意义。这个文件已经越出了国情的眼界，而是从历史必然性，即

律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问题。 

  但是，人们的思想是逐步解放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两

什么区别。但在一段时间内，既有人不赞成商品经济的提法，有些人更不敢提市场经济

清界限。其实，邓小平早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1979年11月，

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过几年的酝酿

“左”的禁锢，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取得较为广泛的共识。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大大解放了人

的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

特别是商品和交换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育成长起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是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

认为，照搬别国模式，社会主义不能取得成功，因为别国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改革

们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适合中国，在它的母国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不

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由于搞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

效果都不理想。因此，问题的实质，不仅在于适合不适合国情，更在于符合不符合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更要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

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性的

  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应作不同层次的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主要是同苏联模式，特别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而言。 

  从社会制度层面看，我们的社会形态有了明显的变化。概括地说，我们基本改掉了社

式，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应作不同层次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上。在经济方面，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有人民代表大

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国两制”。这些，都是我

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艰苦探索和

要十分珍惜。 

  以上这样的具体的“特”，还可以再列举一些，但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和上层建筑的制度、体制等都处在完善和变化的过程中。对此，不能以模式化的眼光看待。

会主义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深刻的革命。这个转变（或转型）必然是长时期的。

  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际和特点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人类文明大道。这里，需要强调

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走人类文明大道的问题。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要。 

  四、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独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