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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建设到发展这一
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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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把“建设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概念表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转变表明我们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当然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是对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否定 ,而是要以发展来促进建设 ,在建设工作中突出发展的重要作

用 ,在发展中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相互促进 ,最终目的是我们的社

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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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胡锦涛同志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 ”这一概念表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并指明“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 ”[ 1 ]
,这

些论述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已进入新的历史

阶段 ,有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

要求也更高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随之上升

到更高的历史阶段 ,即在建设中要突显发展的重要

性。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并

不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否定 ,而是对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任务的升华 ,是

要以发展来促进建设 ,在建设工作中突出发展的重

要作用 ,在发展中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建设与发展相互促进 ,最终目的是我们的社会

主义事业稳步向前推进。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是我们在新时期 ,新的历史起点上一项新的伟大

任务 ,我们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

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建设当代中

国的过程中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实践与总结才逐步形

成的 ,是使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理论基石。

(一 )邓小平同志在 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第

一次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举起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邓小平

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我们革命和建设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

国的实际出发。他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路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大深入

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高

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 ;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

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的概念 ,从而更高地举起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2 ]

(二 )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

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

质上就是要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各个方面不断完善

起来 ,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逐渐丰富起

来 ,使我们的国家逐步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改革

8

3 [收稿日期 ]2008 - 03 - 25

[作者简介 ]李春燕 (1983 - ) ,河南固始人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06级 ,研究生。

王成光 (1964 - ) ,四川达县人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副院长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哲学。



开放以来 ,我们的建设工作取得重大成效 ,但也遇

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为了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

历史条件下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 ,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集体对我们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历

史定位。江泽民同志集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 ,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 ,

怎样建设党 ”的问题 ;同时也进一步深刻地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重大

历史课题。

(三 )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国

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是同时我们又进

入到了新的历史起点 ,有了新的发展定位。党的十

七大在回顾与总结过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经验的基础上 ,整合了我党在新时期以来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并根据改

革发展的新进展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进一步提出

了“要继续努力奋斗 ,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 3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

标 ,我们必须要加快发展、协调发展、科学发展社会

主义的各项事业。这也是我们解决建设中遇到的

问题和挑战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 ,只有凸

现发展的重要性才能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

断趋于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为发

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也遵循着一定的客观

规律 ,是一个有步骤、分阶段、阶段性演进的过程 ;

其中每一新阶段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发展起点。

当前时代在变化 ,社会在进步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

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

巨大进步。

在理论方面 ,我们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

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历史课题的同时 ,逐

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在

新世纪新阶段 ,我们党又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历史

任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理论 ,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理论指导 ,也是对科学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

在经济建设方面 ,我国的经济实力自改革开放

以来大幅度提升 ,经过近 30 年的快速发展 ,到

2006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26452亿美

元 [ 4 ] ,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近 13倍 ;经济平稳快速

发展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百

分之十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 ,国家的财政收入连年

显著增加 ;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中国社会空前活跃 ,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积极向上

的社会风气为我们加快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 ,我国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

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同国际社会形成了

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 我国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

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经济的持续快速发

展使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都空前提高 ;我

们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也得到国际上的

广泛好评 ;这些都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三、新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需要加快发展 ,科学发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也正处于新阶段的黄金发展期。胡锦涛同志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进

一步对这一战略机遇期做出了阐释 ,并指出“当代

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机遇前所未有 ,

挑战也前所未有 ”[ 5 ]。我们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以及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决定我们必须要发展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 )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到 2020年我国要实现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两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更加完善 ;并且我们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逐

渐步入创新性国家行列 ”[ 6 ]。然而我国现在仍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需求仍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当

前 ,人民期待过上更好的生活 ,当代中国需要不断

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 ,社会和谐是我们需要着力解

决的紧迫课题。这些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我们在科

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

(二 )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我

们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

出的 :“我们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城

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 ;农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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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 ⋯⋯我们要高度重视这

些问题 ,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 7 ]。作为发展中国

家 ,中国经济保持了 20多年的快速增长 ,令世界各

国刮目相看 ,但中国也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

重代价。经济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导

致环境污染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们所

创造的经济效益。据预计 ,对环境影响消耗了所创

造 GDP的 7%。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 ,如今在经

济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 ,资源需求与日俱增 ,并且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更加剧了资源供应的紧张。环

境恶化在一些地方已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二是

经济增长效益低。据有关专家计算 ,中国目前

GDP总量大约占世界总量的 4% ,但创造单位 GDP

所消耗的资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因此当

前要解决经济增长所造成的问题 ,必须要转变以往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 ,做到经济效益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两手都要

抓 ,两手都要硬 ”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

调、健康发展。如果发展经济要继续以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 ,最终将是人类自食恶果 ,正如恩格斯所

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

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

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

期的结果 ,但是在第二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

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

除。”[ 8 ]所以发展经济必须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才是我

们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三 )创建和谐社会 ,实现国家繁荣稳定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协调发展、科学发展。社会

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努力促进社

会和谐是我们党的长期历史任务和人民长久的美

好愿望。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单一的社会结构向复

杂的社会结构转变的特殊时期。经济发展突飞猛

进 ,城镇化步伐逐渐加快 ,人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

显著增加。但与此同时 ,在社会转型期也出现了一

些前所未有的矛盾 :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仍不完善、城乡二元结构现象仍然长期存

在 ,这些都为创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设置了重重

障碍。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事业。我们必须要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化解这些矛盾提供物质支

持 ;必须要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来

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智力支持 ;必须要以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法制的发展保障

社会的公平正义与人民的合法权益。

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措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为我们发展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确立了总的奋斗目标 ,科学发展观

的提出为我们的各项工作确立了指导方针。在坚

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 ,我们只

有坚持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才能使我

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顺利向前推进。为此 ,

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一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进行分析后做出的战略抉择 ;是同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 ,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密切结合

新的发展实践 ,科学分析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前提下 ,更加突出地强调城乡、区域、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 ,要实现把“粗放型 ”的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为“集约型 ”的经济增长方式 ;并把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

略的突出位置 ;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使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协调人与自然

的关系。保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统

一 ,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经济

支持 ,另一方面通过生态环境的建设来促进经济的

发展。

(二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需继续坚持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

本质要求 ,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

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当前的

新形势下 ,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解放思想 ,以科学的

态度全面认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

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 ,分析和把握

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新矛盾 ,接受经济全球化

的挑战 ,正确制定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人民

愿望的方针政策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

广阔的发展前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抉择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 9 ]
;我国已经从半封闭

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 ,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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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都逐步提高 ,但是由

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在经济、科技等领

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 ,只有坚持

改革开放 ,我们才能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促

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保持社会主义繁荣稳定 ,使我

们国家逐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顺利完成建设

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三 )注重发展科学教育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正处在全球信息化、数字

化、网络化的时代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仍是 21世纪

的主旋律。要解决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

阶段的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科技创

新。只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够使我国在日趋

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要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注重发展科学教育事业 ,我们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建设创新型国家 ,

发展能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 ,使科技

成果能更快更好地运用到现实的生产活动中 ,都离

不开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

要加强文化建设 ,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这对弘扬

良好思想道德风尚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建设到发展

的转变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是社会主义事业

阶段性上升的过程。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

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的历史起点上一项长期的重

要任务 ,我们必须要深入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七大精

神 ,万众一心、艰苦奋斗 ,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 ,不畏艰难 ,坚持走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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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 istor ica l Necessity of Soc ia lism w ith Ch ineseCharacter istics

Chang ing from Con structing to D evelop ing

L I Chun - yan,WANG Cheng - guang
﹙ M arxism College of Chinawest N orm al U niversity , N anchong S ichuan 637002﹚

Abstract:Development is a unification of continuity and stages. President Hu jin - tao exp ressed“develo2
p 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stead of“consrruc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 usually mentioned on the 17 th Report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is changing shows that ourm ission of

imp rov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es to a new stage. Develop 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2
cialism is to p romote constructing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rather than a negation of it;Meanwhile, we intend to

out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ment in constructing, and to construct better in develop ing chinese char2
acteristic socialism.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will lead our career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app roach to perfection.

Keywords: develop 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scientific concep t of development; the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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