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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对３０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正确判断，首次明确

而完整地提出，全党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①

之所以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因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诸多独特的优

势。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这些独特优势，所以我们应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一个独特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

具有实践基础，不浮漂。

１９７８年以后，借助 “实践标准大讨论”之势，党破除 “两个凡是”，确立了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认识中

国国情。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同。党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得

出的第一个大论断，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尚不发

达、综合国力不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因此，党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

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手

段和方式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 “三个有利

于”。这些论断或理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内含着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② 可见，“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以及其他理论的立论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显然，这些论断或理论都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基于中国国情而提出来

的，具有实践基础。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哪一个 “主义”才是中

国最合适的选择？答案在于：适合国情、具有实践基础的才是应当选择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合理选择。正如党

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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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①

第二个独特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 “一元主导”的社会主义根本政

治原则，具有正确导向，不改旗。

在社会思潮多样化的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举什么旗、沿着什么方向前进

这一根本问题。

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 “一元主导”的根本政治原则：在

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上，既存在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也存在着多种所有制

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但我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在政党制度上，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并存，但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意识形态上，面

对马克思主义和多种社会思潮交织并存的状况，但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可以说，这

种 “一元主导”注重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方向，具有鲜明而正确的政治导向作

用。其优势在于可以使中国避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改旗易帜、迷失方

向。这一点，是其他 “主义”所无法比拟的。每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当有

些错误的社会思潮进行干扰的时候，党总是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

政治原则，强调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②

第三个独特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 “二基结合”，强调改革发展历史

进程中基本的矛盾关系的结合与协调，具有可持续性，不摇摆。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基础和实践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提升

出了 “十个结合”；③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又对这些 “结合”加以重点阐述。④

这些 “结合”，都是我国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必然要遇

到的最基本的矛盾关系双方的结合，或者是基本的 “矛盾关系面”的结合。比如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提高效

率与促进社会公平、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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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的结合；此外，还有原则性与灵活性、又快与又好、尊重劳动与利用资本、共

创发展成果与共享发展成果、物质积累与保障民生、社会活力与社会和谐、循序渐

进式与跨越式发展相结合等。这些基本的矛盾关系面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一个本质特征和一种基本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就在于，其注重且努

力实现好这种 “结合”，从而能使我们在建设中既坚持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既令

国家发展充满活力，也利于使 发 展 达 到 和 谐；尤 其 是 既 避 免 了 左 右 摇 摆 或 瞎 折 腾，

也有利于澄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模糊认识。这些模糊认识的根源主要

在于忽视了我们所讲的 “结合”，没有认识到这种结合的重大意义。比如，认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人，只看到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利

用资本和注重效率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尊重劳动者的

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面，由此造成了错误的认识。

第四个独特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 “自主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具

有动力作用，不懈怠。

“一元主导”的实质是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原则和方向；“二基

结合”的实质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的基本要求；“自主创新”则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可见，“一元主导”、“二基结合”都是为 “自主创新”提

供政治保证、方法保证。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既没有现成的书本公式可以遵循，也没有既成的模式可

以照搬，我们只有根据中国国情在实践摸索中去开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实质上意味着要进行自主创新。从邓小平同志的 “走自己的路”，到江泽民同

志强调的把创新作为 “治国之道”，再到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所强调的 “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① 实质上都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自主创新精神。实际上，自１９７８年以来，我们

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追求自主创新：在理论上，从提出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自主创新；在实践上，从在社会主

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改

革开放，到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也是

自主创新。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一论断，充

分反映了时代发展和力量转移的大趋势。

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也在不 断 发 生 转 移：

农业经济时代看重的是土地，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主要是土地；工业经济

时代看重的是资本，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主要是资本；当今时代发展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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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是正在走向知识经济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看重的是知识、智力和具有创新精

神、创新能力的人才，而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主要是创新能力。适应这种

力量转移的大趋势，十八大报告提出要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自主创新是我们

党积累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党不断探索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

第五个独特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能有效

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不僵化。

有一段时期，我们相对热衷于争论事物在性质和名分上的对立，而且把这种对

立看成是观察一切事物和对象的唯一思维方法。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我们往往

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但实际上属于人类共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当作 “姓资”

而加以排斥，结果影响了对人类优秀的共同文明成果的吸收。

今天，我们依然注重不同国家在根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 “性质”区 别，

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肩负起历史方位转变后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

胜任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要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应对各种挑战并掌握

主动权，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应当怎么办？时代精神和中国社会实践

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根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大力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注重并加强能力建设，注重内在实力，注重名分与实力的统一、性质和功能的统一，

注重创新问题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换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中，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扬弃以往抽象的 “定性思维”，注重发挥坚持根本政治原则前

提下的 “功能思维”和 “创新思维”。

第六个独特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定标、定向、定心，能使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不动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实现途径”，能 “定标”，因而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充满自 信。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是 “行 动 指 南”，能 “定 向”，

因而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发挥引导作用充满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反映中国实践、吸收优秀成果、解 决 中 国 问 题、

促使中国成功的理论，只有这一理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而是优于各

种社会思潮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 “根本保障”，能 “定心”，因而

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凝聚人心充满自信。制度是刚性的，具有根本性、长

远性和稳定性。其优势就在于以固化的方式，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领域形成的经验、理论和道路固化下来，并力求处理

好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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