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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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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礼

(炮兵学院 政教室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旗帜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 ,是半个多世纪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发

展的历史必然 ,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光明的和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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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旗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

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毫不

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 ] 这是胡

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的一

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一个民族要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 ,必须有共同

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是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理想信念。当前 ,我国改

革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和新

机遇、新挑战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继续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 ,对于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仅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同时也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

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

规律 ,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革命的面貌

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

想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

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

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

展 ,其基本原理必须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走中国人民自愿

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动实

践反复而又充分地表明 ,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进行了紧密结合 ,

就必定产生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中国的革

命、建设和发展就必定取得巨大成就 ;反之 ,则会遭

到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和发展 ,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

和经验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 ,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 ,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以后 ,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从

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 ,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实现全党工作

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实行改革开放 ,开辟了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逐步形成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 ,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

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创立了

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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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

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是当代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践中 ,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 ,积累了

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 ,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 ]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持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

合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等重

要思想。在这次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 ,他进一步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旗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必须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 ]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是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58 年的历史经验、特别

是改革开放 29 年的基本经验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可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开创了社会主义发

展的崭新道路 ,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走什么路、

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 ,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

历史性飞跃 ,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

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科学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半个多世纪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发展的历史必然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社

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中 ,前半句话“什

么是社会主义”,核心是要从理论上科学认识社会

主义的本质 ,这个本质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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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而后半句话“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是要

在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 ,这条道路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上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 ,还是挫折和失败

的教训 ,同样都是宝贵财富。恩格斯曾指出 :“伟大

的阶级 ,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 ,无论从哪方面学习

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5 ]

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经验教训。新中

国成立以后 ,我们国家有过顺利发展的时期 ,也经

历过曲折 ,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极为重大的损失。邓小平指出 :

“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

们 ,不改革不行 ,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

的政策不行。”[6 ] 他说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

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是什

么 ,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7 ] 江泽民强调 :

“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

误 ,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 ,归根

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8 ] 因此 ,

“不解放思想不行 ,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

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

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

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9 ] 拨乱反正 ,全面改革 ,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封闭半封

闭到改革开放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等 ,这些年的历史性转变 ,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

本问题的进程。可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半

个多世纪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发展的历史必然。

可见 ,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 ,就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

要求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我

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历经艰辛

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 ,是一条实现中国繁荣富强

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我国实现现

代化的光明的和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被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实践充分证明了的光明的和唯一正确的道

路。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标志着

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

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

行了一场新的伟大实践。在这场新的伟大实践中 ,

人民群众生气勃勃地创造出的许多新事物、新经

验 ,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

邓小平尊重群众、尊重实践 ,热情地支持、鼓励和保

护群众的这种创造 ,带领我们党从总结群众的实践

经验中 ,逐步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理

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对我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

结的理论成果。因而 ,江泽民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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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 ,更使我们从

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 ,我们党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 ,是符合最广大

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 ,第一次比较系统

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

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

一系列基本问题 ,用新的思想、观点 ,继承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10 ]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 ,是集中全

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标志着我

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

跃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1 ]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鲜明地指出了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定信念。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

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 ,在十

四大报告中 ,江泽民指出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问题上 ,强调走自己的路 ,不把书本当教条 ,不照搬

外国模式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实践作为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尊重群众的

首创精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 ]

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仍然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实践还在发展 ,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 ,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反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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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我

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

和谐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 ,是历史的选

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我们要以胡锦涛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积极投身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前进的道

路上 ,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 ,无论遇到什么风险

考验 ,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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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 to great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 irmly and unshakably
———Reflection on learning Hu Jintao’s important speech in Cent ral Party School

GUAN Jin - li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ducation , A rti l lery College , A nhui Hef ei 230031 ,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m wit 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banner of modern China’s develop ment and

progress and is a banner of t he whole Party and all nationalities of China to be united and make effort s

and is cent ralized embodiment of newest t heoretical achievement for China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is historic necessity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 ment of China’s socialism cause in over half a century

and is the only correct choice for China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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