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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路自信来源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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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
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21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不
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不同阶级、阶层
人的努力。道路何以自信，从根本上讲，这种自信来源于道
路本身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实践性，是理论、实践、历史、现
实的必然选择。

一、理论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成功，不仅源于科学社

会主义的理论指导，而且源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深化。

（一）道路自信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

则，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22 马克思、恩格
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客观分析了资产阶级、无产
阶级的产生、成长及其斗争，最终得出一条论断：共产主义
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虽然东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科技创
新和军事实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
趋势不会逆转，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它的产生、发展都
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例如，坚持无产阶级的领
导———坚持党的领导和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公有制，以按劳分配为
原则；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等内容，都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也符合科
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道路自信源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

中国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接下来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如何更好地建
设社会主义成为新的问题。由于当时对中国国情认识得不
够全面，在制度上基本照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在
曲折中前进，中国的发展进程缓慢。直到 1956 年毛泽东发
表了《论十大关系》，我们党才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

（三）道路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
步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道路的发展提供了理
论支撑。邓小平通过论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发展才
是硬道理”“三步走战略”等观点和论断来诠释“社会主义
是什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世纪之交，“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解决了在新时期如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这一问题，提出了新时期的党建问题，是中国共
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规律的理论总结，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
运。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
学发展观，提出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如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科
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民族复兴的梦想还在继续。

二、实践维度
道路自信的实践来源包括两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道路的开辟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对于“在中
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
路”，可谓“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2]。

（一）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革命、建设道路在摸索中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源于以毛泽东为核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中道路自信是指中国
共产党对走这条道路的坚定信念，是我们党通过理论、实践、历史、现实检验得出的正确选择。道路自信不是凭空
产生的，来源于科学的理论指导、成功的实践总结、必然的历史选择、现实的国情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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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党中央的集体探索。毛泽东依据我国当时国情，提出
“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

主义的革命”[3]，由此开辟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为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接下来
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了
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并举的道路。

（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各届领导集体都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行了相关描述。从邓小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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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江泽民“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归
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再到胡锦涛
“我们要坚持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新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道路
自信”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

第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显著增强。以经济为例，中
国的经济总量在 2010 年已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缔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局的统计公报显示，201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744 1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3.2%，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再创新高。2011 年“全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 977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 810 元”[7]，分别是 1978 年数据的 52 倍和 64 倍，经济增
长态势良好。

第三，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大。
2008 年美国公布《第十次全球综合国力排名》，我国的综合
国力显著增强，上升到第四位。正因为这条道路改变了中
华民族的命运，我们坚信道路的选择并对此充满信心。经
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实践创新，中国道路越走越好。

三、历史维度
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不是毫无

根据的凭空想象，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西方列强的
入侵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华民族从此面临
浩劫。而这时封建统治阶级也从虚幻的梦境中回到残酷的
现实，西学东渐，无数的志士仁人为国家和民族探索出路。
无论是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运动，还是李鸿章、张之洞发起
的洋务运动，抑或是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的戊戌变法，或是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挽救风雨飘摇、积贫
积弱的中国。在探索中国道路的种种方案都遭遇挫折后，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她的出现使危机四伏的中国有了一线
生机，并以星星之火掀起燎原之势，迅速蔓延至整个中华
大地，继而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探索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当时对什
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够了解，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在曲折中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理论、实践、历史、
现实的深刻总结，不断深化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

命和建设存在的失误和取得的成就，在深刻分析我国国情
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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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
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基本国
情，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此，我国的社会发展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辉煌前景。

四、现实维度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

需要。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在这样一个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非易事。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过程
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有问题总要解决，因此我们要
立足现实，不能忽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而
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一）看清“不足”，正视“成就”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看到我们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还要看到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当前的
发展看，存在一定问题，如政治领域的贪污腐败；社会思想
领域的道德滑坡；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民的收入分配还
存在一定差距等。但我们也要正视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
巨大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社
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较快。我们要相信困难只是暂时
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大势所趋。

（二）肯定“成就”，直面“困难”
像我国这样一个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社会

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是暂时的。我
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只能
不断探索。历史和实践证明：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
的邪路都不能使中国强盛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
各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经济发展为我国人民积累了大
量的物质财富，为我们提供了克服困难的物质保障；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为我们提供
了克服困难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
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克服困难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软实力，激发着中华
民族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家
园；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我们克
服困难提供了动力支撑。我们要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
领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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