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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在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各有其独特的内涵，三者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其中，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的实现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根本
保障。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其辩证关系有利于坚定我们进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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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基本内涵;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68( 2014) 01-0019-06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

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党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所取得的历史成绩［1］。正确理解它们的基本内涵

和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基本内涵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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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这就指出了

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总体布局和价值目标。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一是坚

持党的领导。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

反复证明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

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

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的一切进步和成就。党的九十

多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伟

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中国人

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二是立足基本国

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始终

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思想路线。从国情出发是党领

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依据，是党作出

正确决策的根据。只有立足国情，把握客观实际，

才能从根本上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而顺利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前进。三是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

生命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四是明确根

本任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一穷二白、生产

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社会条件之上，是不发达的社

会主义，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社会主

义道路拓宽和推向新的高度，就必须大力解放、发
展生产力。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

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基本原理，借鉴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来

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逐步

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求真务实，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以及对社

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说到底就是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前景的描绘。五位一体的总体

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

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

生态建设是基础，它勾勒了一幅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壮丽蓝图。最

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现了两

个不同层次: 一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

主义的建设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享受

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追求的终极

目标，一切社会都应致力于人的发展。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人摆脱旧的束缚向自由

必然王国迈进的必由之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二是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性

质的现代化国家，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脱贫穷落后、愚昧迷信以

及逐步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

家。这是我们党在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以及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而制定的

奋斗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它是我

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

升华、提炼的理论精髓，是我们党最宝贵的政治和

精神财富，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的共同思想基础，

是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它不是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离，相反却是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立足当时的历史实

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创造性内容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

被社会主义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能够指导党和人

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正确理论，这是因为“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

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

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

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

一系列 重 大 问 题，是 对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继 承 和 发

展”［4］。归根到底，它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这

一理论体系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立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理论成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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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胡锦涛同志在建党九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首

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

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

和优势”［4］。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胡锦涛同

志进一步阐释了其基本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

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
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1］。丰富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成果的巩固，是对长期以来我们党推进社会

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对在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

系的制度体系的高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包含了四个层面的内容，即根本政治制度、基本

制度、具体制度和法律体系。第一，根本政治制度

在制度体系中处于根本地位，是制度体系的“根”，

起着决定作用。根本政治制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的本质性规定，是确立基本制度和具体

制度的基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集中体现着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

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实现人民利益以及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制度体现。同

时又是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法律体系的本源，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

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第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

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它是制度体系中的“主

干”和基本框架，并发挥着主导作用。它以根本政

治制度为逻辑生长点，为各项具体制度的建立规

定了范围，是进行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的依据。
第三，具体制度处于制度体系的最表层，是根本政

治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具体延伸，是制度体系中的

“枝叶”，同时受到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制

约，并服从服务于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巩

固和健全。第四，法律体系则为法律体系中根本

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是各种制度由抽象走向具体的法律表达，这主要

体现为用不同层级法律规范规定了根本政治制

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制度之间的关系。其中

最为突出的就是以宪法为最高层级的法律形式保

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威，确立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同时又

为制度的具体设计、安排提供了规则，用法律的权

威保障了不同层级制度之间的严肃性、规范性和

统一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

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这为正确

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在此，笔者认为

三者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创新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的实现途径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

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

拓展不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对国外其他国家社

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照搬，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艰辛探索、奋力开拓的，是党的奋斗历程中最根本

的历史成就，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

成发展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提

供了实现途径［5］。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创新的实

现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实

践，并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实现创新。在党带领

全国人民昂首阔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的历史进程

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共产

党人在继承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益探索

的基础上，站在各自的历史时代，立足中国具体实

际，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验

教训的理论概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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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第二次飞跃，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不断拓展中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质

实现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拓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创新

提供了现实来源和实现路径，并在社会主义道路

的不断拓展中得到检验。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的实现

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讲的是走什么

路，指出方向和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讲的则是怎么走这条路。道路引领制度建设，只

有先确定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进行

制度设计和安排。历史事实反复验证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

过程中逐渐确立和完善的。在近代中国，摆在中

国人民面前有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 一是资产阶

级主张的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和

共产党人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历史和人民最

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人民解放、民族独

立，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确立

了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社会主义

道路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

制度的确立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体系必将更加健全完善。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宽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健全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执政党执政规律、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是几代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是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也是拓

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行动指南。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提供

了行动指南和理论支撑。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对

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过程

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统一了人

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等问题

的认识，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

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其中，社会主义本质

理论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即解放发展生产力; 党的建设理论重申了党的性

质和宗旨，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

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我们党在继续拓

宽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永葆先进性指明了方

向; 科学发展观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

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从十七大“四位一体”总布

局到十八大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指导作用。第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和完善的理论支撑。理论创新引领制度

创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

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我国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法律等方面形成的一系

列相互衔接、相互作用的制度体系，是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建立和逐渐趋于完善

的。比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

义论断的提出，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

战略指明了方向。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到

嫦娥探月工程，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无不彰

显出科学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同时为我国建立

健全的社会创新制度、鼓励自主研发及其配套的

知识产权制度和健全的人才开发、培养制度提供

了行动指南。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创新的根本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由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法律体系等四个层面构

成的，这些相互衔接、相互作用的制度体系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社会主义道

路的开辟、拓展规定了方向和提供了制度保障。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

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理论指明方向，制度则

规定方向，保证道路探索不偏离方向。近年来，国

际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泛起，在相当

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模糊，

我们党审时度势提出了“六个为什么”，廓清了理

论界的认识误区，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信念和决心，绝不更弦易帜，始终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将它推向新

的高度。这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22·



作为保障，其中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制

度和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

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在根本

上凸显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保障了人民的根本

权益。同时又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使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拓展。实践充

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创新的根本保障。首

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提供了载体，理论体系属于意识形态，它

总是要通过依附一定的载体才能得以表达，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具体体现和规制表达，以制度或者法律

的形式彰显出来。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规定了社会主义的

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各层

级制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的价值

取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

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

不能脱离中国实际，更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恰好为其界定了范

围，因此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创新都必须坚持社会

主义的价值取向。
(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理论体系的

创新和制度的完善，内在地统一于建设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第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方

向。“道路本身不完全是理论，而是在理论指导下

形成的，道路又不完全是实践，它是理论和实践的

结合部”［6］，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道路

模式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解决

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解决问题的

方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任务

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者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

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7］。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选

择正确的道路，实现一定的实践目的。在当代中

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我

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贯穿社会主义实践的始

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理论只有伴随

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才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

讲，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艰

辛历程，也就是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进程

中，不断总结、提炼实践经验，解决实践进程中各

种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党

不断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以强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

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并以开放的态度和与时俱

进的品质，在推进社会主义实践新境界的同时实

现理论创新。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载体。实践是一种纲领形

态和理论形态，它要现实地展现出来就必须借助

一定的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们党

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进程中建立和

完善的，并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体系、具体

制度和法律体系等形式来表达社会主义实践取得

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实践

提供了有效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

的各项具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了时代潮

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各个方面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实践

的伟大成果，通过完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

体制以及社会体制推动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实践［8］。
道路拓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制度

完善永无止境。在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定会向

更广的广度和更深的深度拓展，是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和创造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定会向更高的境界迈进，是指

导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筑

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定

会更加健全和完善，为道路拓展、理论创新提供根

本保障，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

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各

有独特内涵且又相互作用，辩证、内在地统一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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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rgumentation on the Ｒ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Theoretical System，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System with the Dialectical Ｒ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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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ollege of Marxism，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0，China;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partment，Taizhou University，Taizhom 317000，China)

Abstract: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and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three different embodiments in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ach has its unique connotation． These three achiev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ractice of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m，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direction; it’
s the way to achieve the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it
is also the approach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soul，is the guide of developi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and building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is the carrier，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blazing and expanding a way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ng the new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izi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system with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are bene-
ficial for firming our confidence of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ic connotation; di-
alectic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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