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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王佥崇 

（中国伦理学会会员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湖州  313000）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为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积累了成功经验。然而西方思想伴随着
经济全球化也展现在了国人面前，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的碰撞之下，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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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Marxist ideology and build the road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g Qianchong 

（Member of China Ethics Society，School of Marxism，Huzhou Normal University，Huzhou 313000，Zhejiang）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reform，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ed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socialist road construction. However，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colli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sciousness，how to adhere to the 

Marxist ide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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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觉分析中国共产党引领的道路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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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

义。”中国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当中之后，全方位的飞速发展引发过多

方意识碰撞，例如当前最大的意识误区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再

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对经济手段的误解、对

改革开放的误导。社会主义不是清贫的道路，是繁荣昌盛的道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只有在生产力快速增长基础上，

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现之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各尽

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以改革开放来提高全社会物质财

富总量是将社会主义推向共产主义的路径、手段。但是仅仅依靠经

济的飞速发展显然无法保证社会主义道路的平稳和顺利。只有马克

思主义才能指引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文化共识是共同行动的基

础，也是道路选择的识别能力。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分析、形成

共同理念是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 

二、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 
首先，从国家道路的出发点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力求全国无产

阶级人民成为国家主人，参与国家建设，行使国家权利。而资产阶

级的思想宗旨是维护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

占有。马克思立足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规律

及归途进行了揭露。资产阶级秉持历史唯心主义宣扬“君权神授”

“英雄建国”“唯意志论”等，将人民推上甘愿被统治的地位，人民

的义务大于权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有 10%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

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无止境

的资本追求激发出西方现代以来的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而社会主

义国家创建的宗旨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人民的利益成为

国家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其次，从道路建设的过程来考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人

民群众是建设的主动参与者、决策者和监督者。虽然在资本主义国

家，人民群众也是建设国家的主力，但是参与社会建设的目的是生

存，不是自觉的选择，并且受到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所导致的拜金

主义的影响，也使人民的付出局限于利益驱动，将付出与金钱等价，

绝大多数创造性思维也受到金钱的制约。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面异化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为了生存舍弃了全面发展的机会而重

复操作，甚至资本家本身也将生命耗费在生产财富上，因此霍布斯

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比作机器。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

社会主动、积极的工程师和建造者。由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归国

家所有，人们在国家、集体面前人人平等，人民劳动是为群体而不

是个人，国家和集体又是每一个人民的坚强后盾，人民相当于是在

为自身劳动，任何人不能随便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决定他人的命

运。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

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因此改革

开放激发了人民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工匠精神，促使人们积极参与

到国家重大亟需、前沿攻关任务中，主动对接创新实践，参与深化

改革等各项活动。在建设过程中，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

并深化了对美好生活的理解。 

三、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推进道路自信的主线 
以思想意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当前除经济手段

之外的另一项重要方式。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五千

年文明传承的中华大地，赓续了科学社会主义理想追求，成功地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爱国相砥砺，将爱国与社

会主义道路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

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就是总结和升华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从而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为马

克思主义理论增添最新内容，也是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语

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方式来践履马克思主义，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时，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指示同农业人口占 80%

以上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

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

跃。在中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又实现了第二次

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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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极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出了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是解决中国实际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鲜

明的品格是致力于“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 

第二，建立中华文化自信。就是在古今中外文化交互中，彰显

中国文化与中国百姓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的契合之处，揭示中国文

化对本土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乃至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人的价值选择

的主导性，同时又宏大中国文化的包容格局，以虚怀若谷姿态借鉴

西方资本主义有价值、有意义的经济手段和理念等，增强中国文化

力量，以中国文化的优势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

本质是建立于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因此道路自信

与文化自信息息相关，对本民族文化充分肯定和积极践履，坚信民

族文化的生命力，才会坚守本民族的道路和方向。中国社会主义道

路之所以称为“中国特色”，是因为具有民族独特烙印，对待民族文

化，既不盲目复古，也不能完全摒弃，而是赋予时代内涵、溯源开

来，并利用中国人特有的理解方式，利用中国方案，建设自己的社

会主义道路。 

第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站在无

产阶级立场上，以人民利益为宗旨，以解放全人类受压迫阶级为目

的，在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将科学社会主义变为现实，它

揭示了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

取代，并勾勒出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蓝图。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

主义，掌握了剩余价值秘密，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奠定理论基础，

也为从经济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气运提供了关键性因素。二十

世纪初的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协助中国人民走上正确道路，

为饱受摧残和压迫的人民群众点燃了民族解放和生存下去希望。前

苏联共产党没有建立道路自信，被和平演变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是失去了自己的道路却也没有更好地融入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处于不中不西的尴尬境地，影响到整体社会的发展与

进步。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容应对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蚀，

用事实解决了“中国威胁”论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论，也用

事实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平稳、越走越深得人民群

众的支持，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并以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关键性问题的理论指导。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虽然今天面临全球化的世界，但很多问题仍需寻求马克

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来解决。 

第四，以唯物辩证法思想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逐

层地建设。习近平强调指出，“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

那是不切实际的”，一切需按规律、按步骤、按阶段形成。深刻理解

唯物辩证法中质量互变规律，选择贴近实际、循序渐进方式推动社

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建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1978 年农村人口每天

生活在 1.25 美元贫困线之下，40 年后人均 GDP 增长接近 20 倍，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 16 倍，人民生活水平在各个层面得到显著

提升。[1]这些都是循序渐进建设的结果。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遵守规律、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超越现实

的飞跃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便逐步深

入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明确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发展

生产力，并将改革步伐稳步向前推进，逐步摆脱人口多、底子薄的

社会境况。中国共产党自上个世纪制定出经济三步走战略，从满足

了人民生活温饱到 2000 年以后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再到推进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制定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1 世纪分步骤

的经济目标等，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

中国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动摇，借鉴汲取前苏联的成功

和失败经验，却没有照抄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在建设过程中加入了

自己的反思。邓小平曾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

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是不同于前苏联、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

会主义道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以中国人民自己开辟出来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了前苏联的弯路，量变建设积累到一定

限度，便达成建设成果的质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逐步总结

出发展和建设的规律和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

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

人为造出来的。”拒绝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不仅会使经济增长

放缓，也会影响到一国国民的收入水平。当前中国坚定不移地扩大

开放水平，自贸区近几年增至 21 个，已连续举办过 3 次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正在以实际行动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因此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设，提出改革开放要更加全面

彻底。“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

标：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

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

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十四五”规划是对“十三五”规划的渐进式

延续，是以量变、质变思维方式制定的总体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第五，兼收并蓄中西优秀思想成果。立足于建设 2035 年经济社

会远景的现实高度上和恢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高度上，

应以文化成果的汲取来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在中国

道路发展进程中融入多元文化思想精髓，以思想价值引领凝聚中国

道路共识，鼓励人民自觉投入道路共建。全球化文明势不可挡，尽

管疫情会妨碍到全球化，但文化全球化趋势不可更改。 

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产生的，但并非都不

可跨越国界。正如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会出现“特色社会主义”一样，

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也会掺杂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经验。所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不仅可以从纵向进行跨越，也可以从横向

获取参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道路的康庄、平稳，在比较和借

鉴中能够获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因此有必要批判式借鉴人类

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科学的成果，吸收“一带一路”、国际国内经

济双循环背景下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成功

经验，以多元文化推进中国道路与世界发展共融。在构建中国道路特

色、坚守中国独立自主前提上，引领人民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目的走向

与马克思勾勒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图景的契合性，增进中国道路发展

的理论认同，以理论认同促实践，推动形成共同体格局与民族特色相

统一的国家道路现代化，促进中国道路与全球治理的互观互照。 

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恰是千秋伟业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也进入新发展阶段，体现出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能够积

极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挑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

使中国有效防范和化解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的发展道路来说能够显露出巨大优越性。在东西方文化交互视域

下坚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

成为中国接续发展的必然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不走封

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历史和现实都呈现出一个答案：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引

领中国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

的定论、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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