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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出发点和价值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

而且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艰辛探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既符合中

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或者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

还有必要对这一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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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双重要求：  

  首先，强调“中国化”，是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科学的出发点

发点，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出发点是客观实际

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

就在于它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其次，强调“中国化”，是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出

的价值出发点，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体

人所坚持的、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一致的工作路线的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化的最新成果，就在于它是从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社会主义。 

  只有把这两个出发点统一起来，才能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基本要求，才能全面

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据、追求和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特色社

国情又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认识到中

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主义”。 

  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出发点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国各族人民所拥戴，之所以能够得天下、能够长期执政，就在于她以自己的理论

证明了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价值，首先要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从人民群

值出发点。我们应该认识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

质上是一致的。因此，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论的两个“公式”非常必要。一个

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

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

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

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

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式”表明，在认识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从人民群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两个出发点并不总是完全统一的。强调这两个出发点，就是提

实际工作中把这两个出发点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既不能因为决策是符合实际的科



承受的情况下强制群众接受；也不能因为决策是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就不顾客观实际

行。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说过，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在改革

况要复杂得多，更要重视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与“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来。 

  从邓小平同志开始，我们党在提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一方面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把人民群众

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科学又得人心，为广大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内在地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时，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人民群

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首先，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而走上共

产党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爱国主义者团体，是自觉把为人民服务

务融于一体、自觉把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于一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其次，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始终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求，这就是：要完成

“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任务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给中国所有的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所出的考题。

全，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都参加了这一考试。其中，孙中山先生领导

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他没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没

在这两道考题面前，考得最好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结合，在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过程中，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在

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过程中，又使中国人民富了起来，并且抬起头走向世界。因此，

相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在坚持“

价值追求时，内在地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这就是：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即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科学上追求的是一切

价值上追求的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其中内在地包含了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

  这样说有没有根据呢？回顾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就可以看到，

的。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

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时，首先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讲起。他指出：“国际主

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

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

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

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

的深刻思考，他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

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

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

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强调要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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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得到解放”

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是由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为振

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于一体的思想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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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就是这样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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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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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



主义基本原则与爱国主义相统一。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感召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魅力之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科学上和价值上的双重出发点，才使得中国特色社

既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又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爱国主义相联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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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新的内涵，把它提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民族》中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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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治大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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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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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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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泽民同志

党人提出“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作出了加入世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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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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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邓小平同志的

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