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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本拉力·艾克拜尔

（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由中国

人民自主选择、且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国家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对比其他社会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其优势主要体现

在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植根于人民的政治基础、有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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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一条成功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的一部分。经过 40 多年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丰

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经济长期

繁荣发展的奇迹，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制度优势，并为

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寻到的正确道路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发展史的伟大民族，在人类发

展历史上，曾经创造过数千年的辉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过

巨大贡献。马克思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评价的是极高的，他认为我

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的到来。骑

士阶层被火药炸得粉碎，指南针促进了航海发展，打开了世界市场，

印刷术是新教的传播工具，传播着新的文明。一言以蔽之，这些

古代文明在近代发展为科学复兴的新手段。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英国学者李约瑟表示，在现代文明登

场之前，中国在知识和科技方面的发展与成就远远胜于西方。据

统计，在 16 世纪以前，全世界影响人类生活的 300 项重大科技发中，

由中国人的发明占 175 项，超过总数的 58%。中国是世界公认的

文明古国，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古代文明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中国封建王朝的腐败和盲目自大，在西方列

强的炮舰下，中华民族昔日的辉煌淹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枪炮硝

烟之中。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屡遭外敌欺凌，一度沦为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

为实现民族复兴，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

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

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虽然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

后继、英勇奋斗，留下了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悲壮故事，但是，

这些奋斗和努力都失败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畏艰难险阻、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奋勇

前行的伟大民族，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发挥到极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接续奋斗。

十月革命拉开了世界革命的新序幕，为中国革命道路提供参考。

在国际共产主义大潮和十月革命的催生下，诞生了以中国共产党。

我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己任，从嘉兴游船开始以革命之

舟载着中化民族走向复兴。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使命的中国

共产党。在 100 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革命的初心牢记

在心头、把民族使命扛在肩上。1949 年中国人民终于走到胜利的

彼岸，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启了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新征程，

虽然在探索者经历了波折，但却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

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道路上，中国

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大胆地提出了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并进行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探

索，历经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将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

宽阔，使中国人民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道路是曲折的，需要党带领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出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与马克思

主义普遍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不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创新的

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把理论创新与实

践创新有机结合，不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引领中国迈向新

征程。

无数实践经验宣告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

共同为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潮流、

体现全体中国人民意愿的道路。历史和人民为中国选择的是一条

康庄大道，纵有曲折，也引领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走进新

时代，我国的制度优势愈发显著，过去成果人民跟随党奋斗的荣耀，

未来的道路是人民和历史慎重的选择。这条路上，多少革命前辈

抛洒热血、无数英雄前仆后继。坚持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是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重任。

二、制度优势化为治理效能，强化人民获得感 

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作用在于为政党在治理国家社会事务中

提供政治保障，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主要依据政党的政治主

张和政治目的，这也是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制度存在差距的根本原

因。

中国的制度是依据党的政治主张确立的。在带领中国人民告

别旧社会，走向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党不改初心，始终将

人民的利用放在心尖上。深厚的人民情怀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鲜明特征。我党响亮地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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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力量团结起来，发动了新民族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建

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奠定

了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我党继往开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构想，并用实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未来“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迈向新征程提供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与举措，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性继承，

贴合了当时、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发展的制度需求。

“三个代表”对人民的利益进行昂重新强调，深刻地阐明了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价值。

科学发展观它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要义，回答了党要带

领中国人民“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强调党建聚焦人

民利益、党的工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时间轴缓缓拉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党建工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再一次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党心目中的分量。 古人将政府和人民比

作舟与水，我党认为“江山就是人民”，进一步清晰了人民群众

与执政者的关系，阐明了新时期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如何执政兴国一系列重大问题。

三、党的正确领导，制度优势的政治保障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特定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特定的政治体

制反映了执政者的价值诉求。党的领导是历史的正确选择，是人

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使然，这也是人民的选择，是民心向背。这

一选择正确选择，成就了民族复兴伟业。

百年风雨、百年奋斗，党始终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己任，

时时刻刻都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间，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使命，

未敢有片刻懈怠，终以不变的初心和丰硕的发展成果，博得人民

的支持和拥戴。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是党的勋章，以辉煌和实践

共同回答了党为什么“能”？

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上、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党始

终注重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结合

中国特色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高度

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建党。”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

实践、武装全党，不断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实践创新道路上收获成果和成长，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

并持续焕发生机。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体现了强大的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

最大的政党，有 9000 多万党员，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

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组织纪律，党之星火燎原之势发展壮大，

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发展，强大的组织优势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在理论上党坚持创新，在实践上党坚持为人民服务，凭借先

进的理论指导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一锐不可当之势带领中国人民

站起来、富起来，走进了新时代。在革命年代，无数中国共产党

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理想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奠定

了信念之基。在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恪守理想信念

的优良传统，始终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立根铸魂、固本培元的基

础工程。正因这样，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青春活力，为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建设动力。

中华民族的复兴任重而道远，需要依赖于符合实际国情的先

进社会制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从民心和成果中，体现了自身的无比先进性。事实证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蕴含于发展史实，比如国家建设成果、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的优势是在发展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也

是在与其他社会制度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我国的制度优势是政治

领导、基本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叠加形成的，正如“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所言，党民族发展与复兴的必然选择。

历史告诉人们，民族复兴需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必须作为复兴大业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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