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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必然性与巨大优势。为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我们必须

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本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为切

入点，将这一历史进程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造阶段、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

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稳妥探索这三个阶

段，接着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分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超越，最后从通过增强自觉自

信、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和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努

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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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llustrate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reat 
advantage.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two goals the party's 18 Park Lane report, we must 
unswervingly continue along this path.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s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dependently explore the socialist road suited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explori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hree stages. 
Elaborated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oad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alyzed enough road 
and the capitalist road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last from reinforced by the 
spirit of conscious self-confidence, emancipating the mind, persist in reform and 
deepening reform advancing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an effort to 
broaden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road; innovation; beyond;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 录 

 

绪论········································································1 

   （一）研究背景··························································1 

   （二）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2 

   （三）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3 

   （四）研究的意义·······················································3 

一、文献综述·····························································5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5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的起点问题·································7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的探索过程·································9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的艰辛探索····························································11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13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15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的本质原则···························16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18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造阶段····································18 

   （二）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19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稳妥探索·························21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2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创新································26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创新································27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其他道路的超越·······················28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超越···········2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超越················29 

五、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33 

   （一）增强自觉自信·····················································33 

   （二）坚持解放思想····················································35 

   （三）坚持深化改革·····················································38 

   （四）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43 

结语·······································································47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参考文献··································································48 

致谢·······································································52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绪论 

 

CONTENTS 

Introduction························································1 

   1 Research background············································1 

   2 Research method and main content·································2 

   3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shortcomings······························3 

   4 Research significance·············································3 

ⅠResarch summary··················································5 

   1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5 

   2 Starting question the tru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7 

   3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truth·······························································9 

   4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not be separated 

with Mao Zedong at the core of China's first generation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painstaking exploration··································11 

   5 Beyond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3 

   6 Innovativ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5 

   7 Essential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16 

Ⅱ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 

   1 Transformation st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 

   2 Independently explore the socialist road suited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19 

   3 To explore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1 

Ⅲ Innovativ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6 

   1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6 

   2 Innovation in practice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7 

Ⅳ On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n other roads···28 

   1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ath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28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绪论 

 

   2 Beyond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pitalist 

path of development·················································29 

Ⅴ Efforts to broaden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33 

   1 Enhanced confidence conscious···································33 

   2 Emancipate our minds··········································35 

   3 We will deepen reform··········································38 

   4 The spirit of reform to promote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43 

Conclusion·························································47 

References·························································48 

Acknowledge·······················································52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绪论 

 1

绪论 

“历史是给人启迪的哲学，对国家与民族来说，历史又是对发展道路和模式

的择优过程。”①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极大的辉煌成就，在近

代严重落后和落伍，如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成

功，在马克思恩格斯基本原理中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人只能在科学理论的指导

下进行探索与总结。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搞革

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

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发 3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

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

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②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为之瞩目，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

升。2013 年我国的 GDP 总量达到 56 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二位，比 1978 年世

界的第 10 位上升了 8 位。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骄人成就，我国同时在政治体

制改革、文化繁荣发展、完善社保体系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能

够取得人类发展历史上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要从

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搬国外经验和模式，走出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

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我们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不移地开拓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增强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进一步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 

 

 

                                                        
① 刘换明、刘翠.中国道路的艰难选择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理论探讨，2013，（5）. 
② 刘换明、刘翠.中国道路的艰难选择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理论探讨，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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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二）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检索文献资料，收集本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一是书籍查找。在图书馆

通过查找书目、索引、摘要、关键词等查找相关书籍。二是文献查找，以著作或

者文章末尾的参考文献作为线索，以此查找所需要的文献。 

 

    （2）系统分析法 

     一是将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归纳整理，主要分为中国特

色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坚持的本

质原则这几个部分。二是对论文的各个部分进行深入分析，如在阐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超越时，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混合所有

制经济发展模式、正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属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几部分。三是进行总结综合。比

如在分析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

超越之后，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这三方面进行

归纳。 

 

   （3）理论分析法 

    在论文的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的这一部分中，分别引用

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邓小平文选》

（第二、三卷）等，用科学理论指导自己提出对策，使其既符合理论要求，同时

也适合实际情况。 

 

   2.主要内容 

   本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与超越，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对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对当前的研究情况有所掌握。 

   第二，按照发生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作为分界点，将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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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造阶段、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稳妥探索这三个阶段。 

   第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分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其中理论

创新主要体现在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实践

创新体现在打破了经济上高度集中和灵活不足的弊端，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发展道路。 

    第四，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持和谐发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和主题建设这四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在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模

式、正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具有属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三方面对资本主义发

展道路的超越。 

第五，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提出了增强自觉自信、坚

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和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四项对

策。 

 

   （三）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1.研究的创新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时代主旋律。本文在最后一部分

关于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也将改革贯穿于其中，提出要为

改革增强自觉自信，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这几方

面深化改革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对策。 

 

    2.研究的不足 

    一是文献的阅读量不够，掌握的资料有限，经典理论仍需加大阅读量。二是

在本文最后一部分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所提出的对策较

为笼统，不够具体，可操作性有待提升。 

 

   （四）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与超越，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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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有利于增强理论自信，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影响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思想地

位。 

 

    2.实践意义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与超越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工作。将这条道路的创新与超越加以宣传推

广，使大多数群众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将其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努力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的部署上来，在社会上广泛凝聚共识和力量，一同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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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十八大报告的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联系最近这十年三次党代会报告的题目，我们可以

注意到，相对于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同样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更

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科学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解读。

“在这些不同的解读中，有些观点多少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有些则具有种种不

同的偏颇”，“有些作者甚至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带着与我国人民不同的阶级立

场或有色眼镜来看问题的。”① 就国外学者来说，他们的主要观点有这几种：“第

一种极端的看法是认为我们当下所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持这种意见的人主要有

两类：一类是希望我国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另一类

则是停留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上，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也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二

种观点认为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对于为什么这样说，也有不同的理解

或解释。其中有的解释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例如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类似列

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等；也有的则过犹不及，忘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

本原理和原则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最后一种观点

则认为我们正在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者实行‘混合型制度’等。此外也有

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②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包括路向、路标、路径三个方面。首先，

在道路的方向即‘路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① 朱宗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0. 
② 朱宗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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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其次，在道路的引导即‘路标’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实际出发；最后，在道路的途径即‘路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党的

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①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中，当时还没有形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科学概念，但是已经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概括；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提出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以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科学概念也随之而出，写进了中央文件。在党的十三大、十

四大报告以及这一时期一些重要文件中，都开始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科学概念，党的十七大破了这个题。按照十七大的明确界定，这条道路的内

涵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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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 ，

作了新的概括，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主要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上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目标上增加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

求。应该讲，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

作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写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八大的重大贡献。”

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进行最初表述的是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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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这条道路，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并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各方面的体制制

度和方针政策，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这条道

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

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

                                                        
① 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6）. 
② 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大 的新境界，科学社会主义，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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