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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
*

郑兴碧,陈小倩

(贵州财经学院 ,贵阳 550004)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通过对资本主义以及

传统社会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独特的深刻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 澄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版  的
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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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

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几代领导人

长期探索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

创造。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近 170年的慷慨

悲歌、凤凰涅槃,一个甲子的筚路蓝缕、艰辛探索,

改革开放 30多年的柳暗花明、沧桑巨变, 验证了一

个科学的论断, 熔铸成一条坚定的信念: 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

(一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对近代中国人民而言,寻求救亡和复兴的道路

是那样山重水复,艰辛多难。 落后就要挨打 , 这

是近代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痛感于别人的先进和

我们的落后,一开始, 许许多多人把 取经 和学习

的目光投向了西方。主张 师夷之技以制夷  者有

之,主张 全盘西化 者有之。然而, 学生  欲师从

老师 , 老师 却总是侵略 学生 , 学习 西方  
谈何容易! 几经挫折和困惑,终于使部分先进的中

国人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出路。 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 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横空出

世,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启蒙。对此, 毛泽东

同志有过非常贴切的描述: 就是这样, 西方资产

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

国的方案,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 一齐破了产。资

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

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从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革

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开辟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

立,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

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

治的结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饱经

苦难的中国人民, 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

的主人,中国的现代化从此有了社会制度的基本条

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中国

史的一个根本结论。

有人提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就进入了社会主义, 是 历史的误会  。这种认识

如果不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情有独钟,就是出于对

历史的无知。近代中国不是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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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走不通。因为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

的大门, 是要推行殖民主义,而不是要帮助中国发

展资本主义。它们不愿意看到、也不允许中国独立

和富强。为了实现长期奴役中国的目的, 帝国主义

势力竭力维护中国腐朽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 竭力

压抑和摧残中国的民族经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和顽固愚昧的封建主义势

力的夹缝里艰难挣扎,难成气候。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没有能力和勇气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

胜利的重任。那种希望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进

入社会主义的想法,是脱离近代中国实际而一厢情

愿的臆想。

(二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进行

了艰辛的探索, 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 在短

短十几年内取得了旧中国几十年所不可能有的建

设成就, 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

是,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国际国

内种种原因,在相当长时间内,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指导思想上, 左  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使得我们

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难能可贵的正确认识

没能贯彻和坚持下去, 直至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  

那样的全局性悲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我

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分困难的局面:十年内乱给党和

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

边缘。与此同时, 全球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

起,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千帆竞发, 中国落在了时

代大潮的后面。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中国共产党义无反

顾地带领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同时开始

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

索、新思考。1982年在为党的十二大所作的开幕词

中,邓小平同志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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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
出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时代命题。

改革开放 30年来, 中国的发展成就如同一幅

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 展

现在世人面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08

年我国 GDP已经超过 30万亿元, 居世界第 3位,

比 1978年的世界第 10位上升了 7位, 我国经济总

量占世界的份额从 1978年的 1. 8%上升到 2007年

的近 6%。 30年间 GDP年均增长 9. 8%,较之世界

经济平均增速 3. 0% 快了 3倍多。按照世界银行

标准, 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

入国家行列。我们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令世

界瞩目的 中国奇迹  , 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上也取

得了巨大进步,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

提升。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 我们

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

命还是建设, 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

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

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世界各国在谋求

发展的道路上, 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经验; 无论是社

会主义制度还是其他社会制度,都有可以学习和借

鉴的地方。但各国社会发展模式都是该国在特定

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由于各

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等有着很

大不同,即使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也只

能根据本国实际,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

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摆脱

了封闭式发展的束缚,也摆脱了照搬照套他国模式

的道路。

20世纪 90年代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陷入

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满以为经过短

暂 休克 之后就可复苏重生。然而实际情形并非
如此, 有的至今难出低谷。结果证明, 他们所采用

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 并非济世

良方。 新自由主义  不但害了亚洲、拉美、苏联、

东欧等国家和地区, 最终连兜售者自己也自食苦

果。近年来, 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 北京共

识  、中国模式  或 中国经验  、 中国发展道

路  的议论十分热烈, 对中国模式和 北京共识  
的正面肯定,是国际主流媒体在当时的一个引人关

注的动向。

华盛顿共识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

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 从 华盛顿共

识  提出的政策主张可归纳为 三化  , 市场化、私

有化、自由化。它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

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 主张私有化, 宣

扬 私有产权神话 的永恒作用, 反对公有制; 主张

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际上就是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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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球自由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实验场, 墨

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在改革后曾一度被西方国

家称为该模式的 典型样板  。然而, 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从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

西危机到 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 过去的所谓

样板  国家接连倒塌, 整个 90年代该地区经济危

机不断,不少国家的经济在改革之后都陷入动荡与

混乱之中。据美国学者研究, 上世纪 90年代的十

年间, 拉美经济年增长不到 3%, 还不到新自由主

义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 6%平均增长率的一半,

也低于世界银行估计的为减少贫困所必需的 3. 4%

的最低增长率。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没

有促进拉美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的

后果。

北京共识  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

大学教授乔舒亚 ∀雷默于 2004年 5月 7日在伦敦

#金融时报 ∃上提出来的, 它是对中国的崛起和独

特的发展道路的概括。 北京共识  的提法主要强

调其与 华盛顿共识  的差异甚至对立, 表明中国

根本不是按照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  的金科玉律而

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个模式的核心或精髓就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就是按照中国自

己的国情,走自己发展之路。或许中国有一些经验

可供其他国家参考,但是各国必须按其实际情况解

决自己的问题。 华盛顿共识  在其推行国的失败

与 北京共识  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认可, 说明世

界各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供

选择, 都必须根据各国具体的国情, 走自己的路。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

历史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

上看, 我们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

下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特  之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社会性质上来讲是社会

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是她又是与传统社会主义

不同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

的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科学界

定,有力地回答了长期以来不少人对社会主义道路

所持的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坚定地回答了我们走的

就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更不是中

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之后,不断有人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似乎没

有按照马克思书本上的结论去搞社会主义就是否

定了社会主义, 就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走资

本主义道路。 十七大报告 斩钉截铁地指出: 在

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真正

坚持社会主义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何在?

现实中,由于我们的一些社会现象与现代资本主义

有共同之处,容易给人以假象, 很难说清两者之间

的现实差距,从而导致思想上混乱,甚至有人说我

们 讲的是社会主义, 干的是资本主义  。应该说
两者的相似之处是有的, 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 一

是经济运转模式都是市场经济为主导,宏观调控相

结合, 实行的都是亚当 ∀斯密的 看不见的手  的
市场调节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的

结合。二是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

本,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将私营企业国有化, 现代社

会主义也可以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三是两者之间

都存在严重贫富差距, 甚至是两极分化; 贫富悬殊

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主义并不比现代资本

主义小。据联合国披露的数据, 2008年中国的基

尼系数是 0. 469,而美国是 0. 408,韩国 0. 316,最低

是丹麦 0. 247。故此,那种指责中国走的是资本主

义道路的说法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认定

的根本标准有两个: 一是公有制为主体, 二是共产

党的领导。

首先是经济基础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经济基础是公有制, 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

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消灭私有制, 实行公

有制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根本区别。虽然从表面上看,两者都有国有企业

和国有资本,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谋求的是社会公平与效率, 更好、

更快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终是为人民大

众服务的; 而且其国有资产的比重是较大的, 能够

有效的维护社会公平。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

私有制,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私有资产的国

有化, 但那是为了规避经济危机和走出经济危机,

其目的不在于社会的公平,而在于减缓社会矛盾、

发展经济, 维持其现行的社会制度。

其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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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

心内容。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

斗争洗礼过的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 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

进性及优越性引导着全国人民不懈努力地建设一

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 我

们党已经不是单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而是既作

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利益

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我们实

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上

层建筑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

仍然是人民当家做主,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行 多党制  、 议会制  ,
表面上讲自由、民主、平等,实质上是由垄断资本用

金钱操纵选举, 进而控制政府及其决策, 谋求对其

有利的政策和制度,政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第四,两者追求的目标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所追求目标仍然是人类的最高理想 ! ! ! 共产主

义,而现代资本主义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诞生的 #人权宣言 ∃
是资本主义价值观最为典型的代表, 它较为完整地

表述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 人生来是自由的,

在权利上是平等的; 国家的主权在于人民, 私有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但是,其私有制的本质决定

其无法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预测的社

会主义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未来社会作出了科学
预示, 指明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 即生产资

料公有制、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新中

国成立之后也试图按照马克思的预示建设社会主

义社会, 搞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 平均主义分配和

计划经济,其结果是严重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

动和生产经营积极性, 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

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传统的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经过 30年的改革之后,形成了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生产要素参

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和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新的

特征。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示

错误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

未来社会的预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是科

学的。问题出在我们在实践中照抄照搬了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在书本上的具体结论,犯了教条主义

的错误。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预测时,有一个重要

的前提条件,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

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

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社会生产

关系所取代,这时的社会主义呈现出典型的三大特

征。而在现实中,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 都是在

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

195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104元, 没有什么

现代工业。而同时我们将生产力极其发达基础上

的社会主义特征不加分析地运用到生产力极其落

后条件下,这注定是要走弯路的。恩格斯在 1887

年 1月 27日致弗 ∀开利 !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

中就指出: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而不是

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的道路不同

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从苏俄社会主义

政权建立时就开始了。在列宁时期就由军事共产

主义向新经济政策道路转变,列宁逝世后, 在斯大

林的领导下, 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创造了辉煌的成

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一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严

重的弊病, 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模式社会主义主要是

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 高度集

中,高度集权。并且这一弊病因为斯大林的拒绝改

革而逐渐积淀为制度性痼疾。 20世纪 50年代开

始的一浪接一浪的改革, 包括南斯拉夫模式、匈牙

利模式等, 都没能从根本上冲破这一模式的桎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的区

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 是经济体制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而不是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 30年改革就是改革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

配置的基础机制。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里,认为市

场经济姓 资 ,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 计划经济才

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列宁在新经济时期以商

品货币关系为杠杆来发展和恢复经济的思想,被斯

大林所摒弃,单一的采取了计划经济,没有充分发

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的基础性作用。在 1978年之

前,我国基本采取的都是传统模式,也是由国家的

计划经济为主要的运行机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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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

市场经济的作用,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路。

其次,在所有制问题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

展,与此相适应,在分配问题上采取的是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分配方式, 突破了

苏联模式的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苏联模式僵化的

使用了这个概念, 采用了全民所有制为主, 集体所

有制为辅的所有制结构。在改革的进程中,我国对

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进行了破除,承认了其他所有制

的补充作用及其合法地位。打破了公有制、私有制

及其他所有制之间的经营壁垒。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了集权型的国家

机构。在苏联, 权利过度集中于中央, 地方政府缺

少灵活性,中央统得过多、过死、过牢。在经济建设

中也形成了一整套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用非常

强硬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

行。在战争时期,这些政策手段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在和平年代, 已经严重的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发

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我们改变了一切权利

集中于中央的做法, 把权利下放给地方、各个独立

的经济运行体,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目前,世界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除了

中国以外,还有如古巴、越南、朝鲜等。每个国家走

什么样的道路是各个国家和民族自由的历史的选

择,中国目前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前苏联的模

式,也不是越南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是朝鲜式的社会

主义, 更不是古巴式的社会主义, 而是从中国国情

出发制定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重在尊重中国

国情。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

主义的问题

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 是

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近来, 国

内也掀起了一股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 讨论热  。

有一部分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

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

翻版, 在思想领域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反驳这种

错误的观点,我们有必要搞清楚民主社会主义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和实践区别,因为只有

弄清了两者的本质区别,才能坚持中国改革的社会

主义方向。

民主社会主义, 也称社会民主主义, 是西方国

家社会民主党 (包括社会党、工党 )思想体系的总

称,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民主

社会主义起源于 19世纪初,其思想内涵和表现在

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19世纪中叶, 社会

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在西方工人运动中进行

活动和发挥影响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

种。此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 19世纪 70年代到 90年代中期, 在马克

思主义的影响下, 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的社会民主

党,在纲领上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根据,

都在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把通过

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

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

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在

思想内容上和马克思主义是交叉重叠的。1895年

恩格斯逝世后, 在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倡导下,社会

民主主义逐步演变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

级专政、主张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议会道路来改

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 20世纪 50年代, 社

会民主党人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的 民主  , 将

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 社会民主主义  颠倒成为
民主社会主义  。20世纪 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

解体以后, 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

次颠倒成 社会民主主义  , 意在表明它并不是一

种 民主 的 社会主义 ,而是一种 社会  的 民

主主义  。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

别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 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民主

社会主义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社

会主义思想构成和来源的多样性。他们把基督教

学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学与启

蒙思想、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伯恩施坦的修正

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都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

和构成,将多种思想观点熔为一炉, 冠之为 多元

化  和 思想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指导

思想多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用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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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

大思想先导。

第二,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

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声称生产资料主

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他们主张在维

持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

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 混合经济  制度, 并维护

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认

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决

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 以

质与量都占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

济为主导,对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是否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各种名

称的社会党抹杀党的工人阶级性质, 反对民主集中

制原则。公开宣称他们的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

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 不是一个阶级的党,

而是 全民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

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

的领导。在多种社会阶层出现和并存的新格局下,

共产党仍然必须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全心

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第四,是否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民主社会

主义抛弃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从资产阶级的理性和

伦理原则如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出发, 提出民

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一个社会公正、自由民主、

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

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 并最终

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共产

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

成,既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

训,又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包括民主社会主

义的优秀成果。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决不是照抄

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如在提倡社会保

障、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所

积累的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但这绝不是说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民主社

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

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只

有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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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ENG X ing b,i CHEN X iao qian
(Gu izhou C ollege of F inance and E conom ics, G uiyang 550004, Ch ina )

Abstract: The h istory of Ch inese nation to explore the renaissance of Ch ina revea ls a truth tha t the road of so cialism w ith Ch i

nese characte ristics is the necessary road for Ch ina to deve lop and m ake progres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 lys is o f capita lism and

trad itional so cialism, th is paper ana ly zes the deep conno tation o f soc ia lism w ith Ch inese character istics, ana lyzes the basic d iffe r

ence betw een soc ialism w ith Ch inese character istics and dem ocratic so cialism and clar ifies thew rong idea tha t soc ia lism w ith Ch i

nese cha racte ristics is the reprint of dem ocra tic so cia 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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