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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迄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

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借鉴苏联经验，但与苏联模式或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又有一定差异，

体现出某些“中国特色”。不过，这些“中国特色”并非都值得称道，其中既包括在吸取苏联模式经验教训基础

上而进行的有益探索，也包括对苏联模式已有弊端的进一步放大，前者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所进行的探索，后者如“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而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是中国特色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尽

管这一社会主义模式有很大弊端，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它终究为后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历史性贡献不容否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

十二大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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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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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 1 ，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时代的正式到来。经过四十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在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探索也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在新时代新阶段，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继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思考和看法。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我认为应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始终有一些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

贵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极权主义，这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歪曲，要么是不负责任的误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资本主义

体系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力量，代表着世界发展的进步方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自产生

以来就思潮纷呈，流派众多，目标各异，例如空想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

费边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以

及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这些社会主义思潮流派有着本质区别，其理论源头是马克

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学说，亦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

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结合中国具体国

情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从这

个意义上，我们也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

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

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2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准确地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力量，它以建设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代表着无产阶级及

全体人民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前进方向。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继续坚持改革的

社会主义方向，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促进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特征必然是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则，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其本质属性，滑向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发

展轨道。20世纪前期，欧洲社会民主党先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后来又逐渐放弃了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从而丧失了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蜕变成为所谓“全民党”，彻底走向社会改良主义道路。20

世纪后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借“改革”之名，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相继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最终退回到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和发展中必须认真吸取这一深刻历史教训，

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确保自身永不变色。

然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并不意味着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教

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

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3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

不断发展着的鲜活的理论，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世界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提供一切现成方案，而仅仅是指明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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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展方向，确定了基本原则，提供了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任何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想领导广大人民

实现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本民族具体国情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社会条

件和国际环境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背离了这一点，同

样会滑向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托派社会主义者因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现成结论，逐渐背离了马克思

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固步自封而日益僵化，最终走向了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异军突

起，取得举世瞩目的建设发展成就，就在于它认真吸取了这一深刻历史教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遵

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断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行动指南。否则，它也会因丧失其“中国特色”而不再具

有活力，最终难免走向教条、僵化和失败。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本质属性，还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地位，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性质、进程

及一般规律。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并在它的领导下开展阶级斗争，因为

“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

对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1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

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

般结果。” 2 因此，以无产阶级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离开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

的；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离开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是不可能获得巩固发展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完全统一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而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却终究没有找到一条救民

于水火、实现民族解放的正确革命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在它经历了一系列的摸索和失败后，才逐渐

找到一条实现中国工农大众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的正确革命道路，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运用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

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剥削压迫获得阶

级解放，标志着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获得民族解放，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纪元。

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还肩负着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从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下解放出来、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重任，

肩负着率领全体人民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围绕如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如何满足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需要、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又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

索，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实践证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

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最终只会事与愿违，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像“文化大革命”

这种长期的全局性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这一历史错误，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局

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纠正错误、开辟未来的历史性转折过程中，充分吸取了过去教条主义地对待马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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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深刻教训，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及当代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理论成果——以邓小平理论

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不断深化改革，

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使中国日益摆脱贫穷落后的

面貌，日益接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牢

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基本原则，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

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领导广大人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思想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是

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不可能得到

真正巩固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民族复兴大业是不可能获得最后成功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是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

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

伟业，需要动员和组织全民族一切积极力量共同推进。在这一伟大征程中，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紧紧依靠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工农联盟、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而且需要通过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动员和组织一切爱国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

的复兴大业。

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进和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作为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为了人

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致力于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并通过切实的政治制度来保障人民

当家作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共识。但马克思

主义者与一般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认为民主首先是阶级的民主，正如专政首先是阶级的专政、国

家首先是阶级的国家一样，所谓纯粹民主、抽象民主、超阶级的民主是根本不存在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

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

级” 2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局限性是早已被历史所证明了的，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资

产阶级镇压工人革命的行动都是在这种“民主制度”下进行的，这是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 3 国家政权不

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4 ，“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

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 5 。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缺陷在于它

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6 。

二战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其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

间的阶级斗争大为缓和，这为各种“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出笼提供了“依据”，不仅当代资产阶级政党

纷纷以“全民党”“选民党”自居，竭力兜售“全民国家”理论，就连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成为

1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

报》，2014年09月25日。

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74页。

3  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9页。

6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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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理论的积极鼓吹者。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其他一切价值的

基础，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手段和制度保障。但是，为了打破在资本主义

制度的框架体系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这一尴尬的事实，他们便只能抽去民主的阶级实质，从社会制度领域

转向社会伦理和社会政策领域，从“阶级民主”转向“社会民主”“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在他们看来，所

谓民主就是社会民主，而不是某个阶级的民主。作为价值目标，民主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伦理和生活方式，意

味着每个社会成员既可以自由地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时也应尊重和考虑他人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追

求，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合理公正的利益定位；作为社会权利，民主首先表现为公民天然的、不可

剥夺的民主权利，包括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权利；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民主首先表现为

分权而不是集权，排斥中央集权、政府集权、资本集权、民族压迫等。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者把民主的基本内容

归结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特别是冷战后，随着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立

场和政策的不断“中间化”，他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社会主义”色彩愈来愈淡，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认同

度却越来越高，其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完全演变成为“社会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在政治制

度领域已很难找到踪影，更多体现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 1 。

作为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

表现形式）的根本社会政治制度，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

实行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与西方所谓超阶级的、排斥任何暴力专政的抽象民主或纯粹民主有着本质区

别。同时，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奢谈民主的价值目标、反对政治制度替代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民主是价

值目标与制度目标的内在统一，没有一定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做保障，作为价值目标和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就

难免流于空谈。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

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

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在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

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这一制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

中国国情，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坚持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

作主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努力拓展各种民主政治参与渠道，逐步健全和完善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是实现人民民主和

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

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式。

四、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根源，也是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奴役的根源，要实

现无产阶级自身的彻底解放，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

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这

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3 这就清楚地规定了共产党人在基本

经济制度和所有制领域的斗争目标。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私有制”并不是指一般的私有制，而是特

1  参见蒋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4期。

2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09月06日。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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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作为私有制最高、最后和完备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然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

斯所预期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欧国家实现，而是首先发

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不充分、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俄国，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等国家。在

这样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就不应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结论，而应

结合现实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条件、分步骤地实现“消灭私有制”这一目标。历史

上，列宁曾通过对新经济政策、农民合作社等问题的探索，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但后来随着斯大林模式社会主

义的形成，苏联和苏共逐渐走向了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结论的歧途。新中国建立前后，

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也对这一难题进行了有益

探索。可惜后来这一探索很快中断，中国逐渐走向照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

制的“一大二公三纯”，实行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在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对

落后的条件下，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时代发展特征以及中国

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仍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

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而当务之急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而要实现这样的目

标，就必须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时，我们

还必须充分吸收和利用人类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逐渐实现

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具体到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市场是一种十分有效的

资源配置手段，尽管它同时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也表明，要促进落后社

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要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

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突破，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

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生动范例，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正确抉择。

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纯粹的公有制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事实上，即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

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很少存在纯粹的私有制，与资本家私有制经济并存的还有国有制经济、股份制经济以及

各种形式的合作制经济。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相

反却会使这一性质得到加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

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

资本家。它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没有消灭，反

而被推到了顶点。” 2 特别在二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曾大力主张国有化，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国有化浪潮，

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础，所以其国有化努力也就不可能“消除生产力的资

本属性”，只不过为之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色彩”而已。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社会民主党干脆放弃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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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有化政策，不再提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转而主张建立所有制多元化的“混合经济模式”。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多元的所有制构成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这不仅体现

在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首先是质的优势），而且体现在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性力

量，对国民经济命脉具有控制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它与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混合经

济”有着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而是我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条件

下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不得不采取的一个现实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生产

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壮大和物质文化财富的巨大丰富，市场经济及其“祸害”终将被

抛弃。就此而言，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决不是“万世长存”的，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或民主社

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不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所有

制经济，在坚持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不断深化改革，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

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和更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

五、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不断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和谐

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学说，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作为自由

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

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

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

配！” 1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想的那样，脱胎于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不足、社会生产力极

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甚至连那种狭隘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都

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更何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仅如此，列宁曾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设想“人类

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照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 2 ，然而事实

上，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就连这样的目标也不可能完全实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文化观念：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3 作为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立

场和原则，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但在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还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从现实

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出发，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抽象原则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活的

灵魂，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前提下致力于当前的改革

开放事业，致力于经济建设和提高社会生产力，致力于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

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又一生动范例，也是在深刻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失败教训的基础

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按照列宁当初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在苏

俄及苏联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纯粹的公有制和完全的按劳分配是行不通的，斯大林社会

主义模式的最终失败也表明了这一点。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更加落后的中国，照搬斯大林模式，实行纯粹的公

有制和按劳分配，实践证明更是行不通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以来，随着我国所有

制形式的多样化，客观上要求实行多样化的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使各种生产要素都

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305页。

2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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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能参与对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带来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会造成严

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拉大收入差距甚至导致贫富分化，这就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化科学社会

主义的本质属性。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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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就是说，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

解放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百年

大计，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国策，但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才是社会主义

的应有之义和目标追求。

实践证明，不发展市场经济很难达到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而单靠市场的力量也不可能实现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

中，必须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价值引领和政策导向作用，以消解市场的自发倾向，不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与和谐。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经

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和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正如邓小平同

志曾经担心的那样：“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

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2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正确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特征，牢牢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科学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不断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与和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

造充分条件，政治意义十分重大。

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有机结合的产物。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不再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属性；同

样，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走向教条而失去中国特色，将因失去生长的土

壤而枯萎。早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及对待中国革命的正确态度时曾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

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

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

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 3 在今天，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改革与发展事业，我们同样需要秉持这样的态度。

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建立一个富裕、公正、和谐、幸福的未来新社会充满憧憬，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为此

提供了种种设计方案。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勾画的

美丽蓝图，无不是希望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在中国，从儒家大同理想到康有为《大同书》，再到孙中山先生

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也无不是怀着同样的梦想与追求。如果说，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不仅代表着它那个

时代社会进步的方向，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不少理论素材的话，那么，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特别是儒家大同理想同样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文化提供了充分的营养，打上了鲜明的中国

烙印。作为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舶来品，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机械

运用，也不是对他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照搬照抄。无论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上，还是在思想、精神和文化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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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都必须彰显中国特性、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都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否则它就会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体到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它所倡

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人

类先进文化成果有机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推动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为广大人民提供科学正确

的精神指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

方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先进文化，是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力量的重要源泉。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力支撑，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弘扬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努力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思想文化的社会

主义方向，不断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警惕西方腐朽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蚀，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

成果，努力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责任编辑    王建国］

Reflections on the Basic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iang Rui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a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as six basic features. In terms of guiding ideology, it 

constantly carries ou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a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o develop Marxism and theori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erms of 

leadership and supporting power, it constantly consolidates the party’s class foundation and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on 

the premise of upholding the CPC's leadership and expands the mass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through the broadest 

united front. In terms of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t endeavors to extend 

various channel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mproves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 and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promotes the broadest range of people's democracy. In terms of economic system,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the socialism-orientated market economy, it vigorously liberates and develops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creates higher labor productivity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an that of capitalism.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value goals, it constantly eliminates exploitation and polarization, so a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harmony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main status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In terms of spiritual culture, it 

adheres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guides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constan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basic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continuing to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reform and realizing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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