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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

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底蘊、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是具有強大

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 14億多人口的

大國進步發展、確保擁有 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制度。中國人民擁有

了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

競爭。制度穩則國家穩。看一個制度好不好、優越不優越，要從政

治上、大的方面去評判和把握。談到政治制度時，習近平總書記指

出：「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

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

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

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

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

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

為甚麼要堅定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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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地從十三個方

面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顯著優勢，例如：堅持黨的集中統

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着社

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

密切聯繫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顯著優勢；堅持全面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

權利的顯著優勢；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

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

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顯著優勢……這些顯著

優勢，是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據。

中國發展進步的輝煌成就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下

取得的，這是制度自信最充分的根據。「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

行。」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管不管用、有沒有效，實踐是最好的

試金石。新中國成立 70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

兩大奇跡：一是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我國大踏步進入新時代，用幾

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躍升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文化影響力、國際

影響力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屹

立於世界的東方。二是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我國長期保持社會和諧

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

可以說，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除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

治理體系外，沒有任何一種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能夠在這樣短

的歷史時期內創造出我國取得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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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是有效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題中

應有之義。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把政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作為軟實

力的重要內容，認為軟實力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識形態和制

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

革實踐過程中，根據中國國情進行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凝聚着無數

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的心血，是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將科學社會主義

基本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符合中國基本國情和歷史文化

傳統，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鮮明

特色和顯著優勢，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取得了豐碩的實踐

成果，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讚譽，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

認同，對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堅定制度自信

不是自視清高、自我滿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

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在堅持根本制度、基本制

度的基礎上，對不適應新時代發展和人民利益訴求的制度和體制進

行改革和創新，從而減少不必要的內耗，縮短發展中的陣痛，不斷推

進制度體系發展和完善，這對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堅定制度自信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心理和信念支

撐。自信是意志堅定和行為自覺的前提。人無自信，無以自進；國

無自信，無以自強。從社會心理角度看，制度自信是黨和人民對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優勢和特色的肯定，它是在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成功實踐中逐步積澱和形成的，能夠激發黨和人民群眾

的信心和勇氣，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心理和信念支撐。

一方面，能夠增強面對困難的勇氣，展示中國共產黨的頂層設計能

力，充分依靠全黨和全國人民，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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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充分彰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

優勢。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能夠採取正確的態度，保持

樂觀和積極的心態，逐步克服並最終解決這些問題。另一方面，能

夠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信念支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同心同

德邁向前進，必須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做支撐。我們要不斷增強道路

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讓理想信念的明燈永遠在

全國各族人民心中閃亮。

《墨子》有云：「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

心，彼有自信者也。」有自信，才能有理想、有目標，才能有更高的

思想境界和精神動力。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能夠使人們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保持積極主動的精神狀態，對各

種矛盾和問題進行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實踐達到目的；能夠使人們在任何時候都有堅強的意志和內在的精神

力量，在各種思潮干擾中劃清界限、站穩立場，始終堅持堅定的政治

方向，不畏任何風險，不被任何干擾所惑；能夠使人們充分認識到自

己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的

主體地位，從而使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積

聚起強大的能量，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發展。

處於「拔節孕穗期」的青年學生，正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

觀形成的關鍵時期，讓他們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

基礎、文化底蘊、發展歷程、顯著優勢、重大作用等，有助於他們

堅定制度自信，抵制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激發他們愛國愛

黨、奉獻擔當的熱情，使他們成長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

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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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從來都是人類的美好理想，從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

國》到 1600 多年前我國陶淵明勾畫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桃花源，人們

始終對其孜孜以求。隨着近代國家的形成，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與

發展，人們在獲得了更多物質財富的同時，卻失去了自由，成為資

本的奴隸，如何才能砸碎這枷鎖？在深刻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共

產主義理想越來越清晰。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

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我

們不斷追求和實現幸福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社會主義是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制度成果

社會主義到底是甚麼？中國為甚麼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透

徹理解這些問題，要先從社會說起。社會是一種組織形態。組織

是人與人之間形成的特定關係結構，不同的社會有着不同的組織

結構，就像自然界中的金剛石和石墨，「組織結構」決定了它們有

天壤之別的性狀。人類社會亦是如此，在不同國度、不同的歷史時

期，社會有着不同的樣態。

資本主義社會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在這

樣的社會中，社會資源、組織關係甚至人本身都決定於資本，內在

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增值衝動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動力，也是困境之

源。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掌控了全部社會生活，資本家是資本的

人格化，而勞動被異化成為勞動者生存的工具，也就成了人類的枷

鎖。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生產力迅速發展、物質財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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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但勞動者仍然處於困境之中。人們不禁會問：為甚麼掙脫了

專制還是不能獲得幸福和自由？

社會主義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反思和批判的成果，主張全社會

應作為整體，由社會擁有和控制資本、土地，資源的管理和分配應

基於公共利益。 1516年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問世，人類

對理想社會的嚮往進入「空想社會主義」時期。此後的 300多年，

社會主義理想一直在烏托邦的荒野中徘徊，歷經三個發展階段，直

到成為科學。

16—17世紀，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滋生的苦難，激起了人

們的反思和批判。以莫爾和康帕內拉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

者，以文學遊記的形式揭露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罪惡，幻想了一個消

滅了私有制、消滅了剝削、沒有壓迫的理想社會，但這種脫離人類

社會現實的生活圖景，只能是幻想。

18世紀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快速發展，勞動者被剝奪被壓迫

的生活境況更加糟糕，空想社會主義者開始擺脫虛構和幻想，面對

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站在

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個人的肩上的。雖然這三個

人的學說含有十分虛幻和空想的性質，但他們終究是屬

於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智士之列的，他們天才地預示了我

們現在已經科學地證明了其正確性的無數真理。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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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追尋問題根源，從法理制度的角度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以

法國的摩萊里、馬布利、巴貝夫為代表，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闡述理

想社會的制度原則。恩格斯稱 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是「直接共

產主義的理論」。

19 世紀，隨着工業革命的展開和資產階級進入全面統治時

期，空想社會主義也在階級矛盾空前激烈、工人運動蓬勃興起的背

景下發展到歷史的頂峰。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是傑

出代表，馬克思稱他們是「社會主義創始人」。他們繼承了已有的

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在更加深入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同時，以理

論的形式闡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構原則。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

度，指出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萬惡之源；他們批判資本主義政

治制度，揭示了資產階級宣揚的民主、平等、自由的欺騙性；他們

批判資本主義道德觀，揭露利己主義是導致資本主義道德淪喪、社

會危機的根源。

雖然空想社會主義學說有着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是由於資

本主義制度、階級狀況都不成熟，空想社會主義理論亦不成熟。空

想社會主義者只能從道德上抨擊資本主義制度，而不能揭示社會發

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

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

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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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客觀規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他們將無產階級作為同情的

對象，希望通過呼籲、宣傳及社會實驗來實現幸福生活，卻看不到

無產階級本身就是創造新社會的力量。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經歷了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

踐，反覆檢驗、不斷昇華的歷史過程。

產業革命為科學社會主義提供了經濟條件和階級基礎。 18世

紀，牛頓力學、瓦特蒸汽機等科技成果強勁推動着資本主義生產力

的發展，機器大工業日漸替代工場手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

洲全面確立。隨着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不斷拓展，內在於資本主義

的矛盾開始激化，經濟危機週期性爆發。在資產階級處於統治地位

的同時，現代無產階級也不斷壯大。 19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爆發

的三次工人運動，標誌着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

台。資本主義制度的出路在哪裡？無產階級的命運會怎樣？人類社

會的未來將如何？一個個實踐問題，催生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兩大發現為科學社會主義提供了理

論基石。唯物史觀把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統一起來，把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觀和自然觀統一起來，重建了研究人類社會的方法論，發現了

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第一，唯物史觀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資

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必然不斷發展，也必然加劇生產資料私有制與

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人類社會必然要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第二，唯物史觀揭示了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

直接動力。唯有無產階級革命，建立工人階級政權，對社會進行革

命性改造，從中找出解決矛盾的辦法。第三，唯物史觀揭示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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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實現社

會變革、推動社會前進的決定力量。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一經

揭示，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便得到了科學論證。

馬克思把唯物史觀運用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創立了

剩餘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發展趨勢，徹底

釐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係，發現了資本剝削雇傭勞動者的秘密。第

一，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獲取利潤、榨取剩餘價值。這一

目的注定了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生產的社會化趨勢之間的矛盾不斷加

劇，唯有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才是社會發展的出路。第二，揭示了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有着深厚的經濟根源，難以調和，只有

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人類才能最終獲得解放，資本主義制度不僅造

就了自身滅亡的物質條件，也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

烏托邦的局限性被克服了，社會主義的產生和勝利是社會經濟

形態有規律更替的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於 1848年 2月

發表《共產黨宣言》，標誌着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形成之後，在歐洲經歷了實踐檢驗。馬克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

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

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

決不會出現的。

 —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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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 1848年參加歐洲革命， 1871年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

教訓，在對各種錯誤思潮的批判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斷豐富和

完善。《1848年至 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資

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等經典名篇問世，科學社會主

義形成了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揭示了「兩個必

然」（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提出了「兩個決不

會」。「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共同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

內容。

二、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一旦為無產階級掌握就爆發出了強大的生

命力。恩格斯說過：「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

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

的社會。」隨着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社會主義實踐的豐富和資本

主義社會的新變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斷豐富發展，體現出真正

的科學性和開放性的特點。

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嘗試。巴黎公社劃時代的歷

史功績在於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用無產階級政權代替了資產階級

國家機器，從而找到了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巴黎公社首

先廢除了原有政府的常備軍和警察，真正掌握了革命的武裝力量，

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民意選舉，消滅了一切舊有的官僚機構，由可以

信任的工人階級中的卓越代表來掌握國家權力，以整個社會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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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實施自治式的管理。巴黎公社的制度實踐凸顯了無產階級新

型國家政權的特徵，無產階級政權不僅是維護階級利益的工具，也

是徹底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最終達到人類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

思熱情讚頌了公社的革命成就，肯定公社是一種可以實現工人階級

統治的「共和國」形式，是無產階級自身解放發展的制度創造。

社會主義制度首先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變為現實。十月革

命的勝利標誌着科學社會主義不再只是一種理論學說，而是成為在

實踐中不斷完善發展的現實社會制度。列寧的國家制度理論貫穿於

20世紀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過程。隨着俄國無產階級作為政治

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列寧成為革命的實幹家和領導者，並在革命歷

程中鍛煉成熟，開創了列寧主義。

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不發達的

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建成。從世界歷史進程來看，20世紀初的俄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不斷激化，經濟危機頻繁發生，階級

矛盾不斷加深。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昭示着資本主義體系內

的各種矛盾激化，戰爭不可避免，世界格局處於動盪和重構之中。

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鏈條上會存在薄弱環節，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

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從俄國的現實國情來看，具備了探索社會主義制度的一般條

件。經濟上，始於 1861年的廢除農奴制度改革使得俄國的資本主

義得以快速發展，雖然其仍帶有濃厚的東方專制色彩，但為社會主

義制度實踐提供了基本物質條件。政治上，俄國的政治民主未能廣

泛深入推進，經過資產階級政治鬥爭而建立的各種議會式機構，都

不過是從屬於沙皇的擺設和工具。俄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呈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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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特徵，既革命又專制，既開新又保守，既有先進的革命思想和

激進的革命行動，又有落後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基礎。落後的國情制

約着俄國的開新進程，也決定了俄國社會主義制度實踐的複雜性。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通過甚麼樣的形式才能實現呢？列寧在

領導俄國革命時發現蘇維埃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組織形式。

蘇維埃是 1905 年俄國革命過程中，工人群眾自己創立的領導機

關。列寧曾敏銳指出蘇維埃是革命政權的萌芽。根據巴黎公社的經

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獲得真正解放、繼續進行革命的基礎。十

月革命勝利後，列寧進一步肯定蘇維埃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

國家形式，他同時也指出，每個民族走向社會主義時，將會創立適

合於自己民族特點的國家組織形式。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將是一個

長期的過程，必須經歷足夠的經濟社會發展，但是大規模的國內戰

爭和外國武裝干涉使得蘇維埃俄國被重重包圍，新生的無產階級政

權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

非常時期的非常政策。「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集中一切

力量贏得戰爭，保衛蘇維埃政權，成了壓倒一切的任務。蘇維埃俄

國在經濟領域採取了一系列戰時措施，即「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在農業領域實施餘糧徵集制，除口糧、種子之外將農民的一切餘

糧盡數收集到國家手中，後來徵集又擴大到馬鈴薯、肉類，以解決

蘇維埃俄國的糧食困境。生產領域實行大規模國有化，無論大小

企業，一律收歸國有，實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以便取得財力、物力

資源來進行戰爭，粉碎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交換領域禁止自由貿

易，取消商品生產；分配領域，實行實物配給制。為了保證前線官



011第一章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兵和工廠勞動的需要，實行成年人勞動義務制，「不勞動者不得食」。

戰時共產主義的非常制度在鞏固了蘇維埃政權的同時，也隱藏

着嚴重的問題。隨着蘇聯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各種制度弊端開始凸

顯並制約着社會發展。

新經濟政策的政策反思與制度完善。在經歷了內外戰爭之後，

蘇俄滿目瘡痍，人民生活困頓，無產階級隊伍渙散。經濟危機引起

了嚴重的政治危機，特別是不少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將戰時共產主義

看作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要途徑，在戰爭結束後，仍舊嚴格實行餘

糧徵集制，激起了農民的反抗和工人的不滿，甚至出現了「要蘇維

埃，不要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口號。為了扭轉這一局面，列寧帶領

俄共（布）人進行了尊重現實的理論研究，反思、重構了一系列制

度，包括新經濟政策等。

在經濟建設領域，尊重蘇俄的國情和現實條件，推行新經濟政

策。「蘇維埃共和國的首要任務是恢復生產力，發展農業、工業和

運輸業」，將注意力從鞏固政權、保衛政權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列寧主張「研究市場」，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比較，資

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同小生產、同小生產者渙散性引

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

本主義……」。在生產管理領域，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還農

民和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在農村，以

糧食稅替代餘糧徵集制，將種地的經營自主權交還農民；在城市，

允許小型的私人企業存在，推動國有企業自主經營、自我管理，實

行經濟核算、分級管理，按商業原則辦事。在流通領域，允許商品

買賣，實行自由貿易。無產階級國家必須「掌握商業，引導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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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領域，放棄平均分配，代之以「按勞分配」，建立多勞多得的

獎懲制度，促進競爭。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調動了人民積極性，蘇俄很快擺脫危機，

蘇維埃政權得以鞏固，布爾什維克得到擁護。事實證明，新經濟政

策是列寧基於相對落後的經濟文化國情，客觀總結經驗教訓，找到

的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正確途徑，是蘇俄制度實踐中的可貴經驗。

新經濟政策的實踐探索給後人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

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形式，應該如何堅持社會

主義價值、原則，使其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不至於導致制度發

展偏離社會主義方向？

列寧的制度建設思想和他締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

實踐，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而言具有理論的藍本意義和

實踐的鏡鑒意義。理論的藍本是指列寧的制度實踐及其理論闡釋對

於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具有第一手實踐探索的寶貴意義；實踐的鏡鑒

是指從十月革命開始的蘇俄制度構建到國內革命時期採取的戰時共

產主義政策和蘇聯國家制度在斯大林領導下的運行困境，整個過程

中的得失功過對於所有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而言是前車之鑒，

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和完善、反思和創新的參照對象。

三、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原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甚麼主義，科學社

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

本原則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基於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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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馬克思、恩格斯發現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

建築的矛盾運動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矛盾，「生

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資本主

義制度必然會被更高級的社會制度替代。「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

會主義必然勝利」，無產階級革命正是遵循這一規律的歷史使命，

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是遵循這一規律的基本原則。

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是對未來社會的預測和具體發展的

細節規定。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僵化、教條，必須堅持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社會主義

探索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制

度是生長在一定社會文化中的行為規範，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探索

植根於不同的文化歷史土壤，必然會帶着鮮明的民族印記。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基於時代條件和具體國情呈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

但是「老祖宗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這個老祖宗，就是馬克思

主義基本原理。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制度，必然

以共產主義的價值為目標：實現人類解放，建立「自由人聯合體」，

「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人終

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

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人類解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目標。科學社會主義制度以

「現實的個人」為邏輯起點，人類解放是貫穿於馬克思主義制度理

論的價值核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於以往的共和國，無產階級政

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工人階級政府，以實現人的社會解放為目

標，超越了國家政權本身。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不是哪一種國家政



制度何以自信014

權形式，而是「國家本身這個社會的超自然怪胎」，人類要獲得解

放就是要從國家這個外物中解放出來。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無

產階級掌握政權須承擔雙重的歷史使命：一要積極發展生產力，為

人的解放創造物質條件；二要積極進行社會建設，改造人本身，實

現人本身的解放。「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

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甚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

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着的新社會因素。」

實現人類解放，就是要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其

一，人的自由發展。人的發展在本質上是社會關係的發展，在人與

自然、人與人這兩方面的關係體系中，最為本質的是人與人的關

係，也就是制度關係。「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

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曾將人的自由分

為三個歷史階段：一是「人的依賴關係」，也就是人的發展離不開

特定的共同體，人身依附是根本特徵。二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

的人的獨立性」，資本的產生，商品的流動，交往空間的拓展，人

脫離了人身依附狀態，獲得相對解放的同時陷入資本和物質的掌控

之中。三是人的自由個性得以彰顯，要在共產主義制度中，「在真

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

自己的自由」。其二，人的全面發展。現實的勞動實踐對人的能力

具有塑造和發展功能，而分工是導致人的片面發展的直接原因。在

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內嵌於文化深層、融化在人的肉體和精神之

中、反映在個人身體素質上的潛能，也需要通過全面的發展將其上

升為個人的現實能力。共產主義消滅分工的制度設計才可以真正使

人的發展脫離片面的困境。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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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融合，使

社會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其三，每個人的發展。資本主義制

度的欺騙性在於以政治領域中抽象的人的平等掩蓋了經濟制度前提

的不平等，以普選、公民參與、法治等形式掩蓋了人與人之間不平

等的事實。

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原則就是「人類解放」這一價值目標的實

踐原則，具體表現在：

真正的民主原則。在絕大多數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構想的政

治制度中，人民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權力以生產資料的公共

佔有和財產公有為基礎，通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並得到一系列

如選舉、監督等民主制度的保障。人民主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

本價值原則之一。真正的民主實質在於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他們有

意識地、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標是解放勞動和改造社會。社會主義

制度具有真正的「社會」性質，真正民主原則體現在：首先，社會

主義國家機構的產生程序民主，人民代表是經選舉而產生的，是真

正民意的代表。其次，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運行過程民主，國家、

社會治理的所有決策和程序，通過有效的手段和方式最大限度地向

人民公開，接受人民監督。再次，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控制過程民

主，國家機構的工作人員徹底成為人民公僕，沒有任何特權，也不

存在身份差別。「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因為這些

勤務員總是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最後，社會主義國家的

制度效能具有民主保障。反對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長期

政治任務。對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而言，官僚主義問題如影隨形，具

有極強的社會破壞力和發展惰性。對此，蘇維埃在全世界做出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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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民主的示範。在社會主義制度實踐中，普選、監督、反對官僚主

義，也許會受到現實條件、文化歷史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在保障人

民民主權利的實現上還需要探索更加適合的形式，但是，就人類社

會的發展歷史來看，只有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社會主義制度，才

能真正恢復國家權力的普遍性質。取消了各種利益關係對立的無產

階級國家，才能建立基於共同利益的社會整體，使得國家權力回歸

其普遍的本質。

真實的平等原則。「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平等是民主的前提

和保障。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一直致力於揭露「平等」

作為政治口號的虛偽性，自由、平等、博愛這些舊口號作為法國

當時當地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東西曾經是正確的，但是，「像以前的

各個社會主義學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樣，它現在也應當被克服，因為

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亂」。平等應當不僅僅是表面的，不僅僅在國家

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

中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平等應該首先從取消階級差別開始，是

具有實質意義的平等制度。「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

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

治。」社會主義制度的平等原則體現在：首先，社會主義國家的每

個成員都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普選本身以平等為前提，它

賦予每個人平等的身份，這種身份不取決於人類有史以來的所有的

外在條件，如出身、經濟水平、性別、膚色、種族等，僅僅取決於

人本身。其次，社會主義的管理制度體現着平等。在社會主義國家

中，人人平等，只有職業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最後，社會主

義國家從根本上反對各種形式的特權。在馬克思看來，特權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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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關係不平等而導致的人身不平等，是對公平的最大破壞。社會

主義制度一貫倡導廉潔自律、樸實無華，反對奢侈浪費、官場習氣。

實質的正義原則。同反對普遍意義的平等概念一樣，馬克思、

恩格斯反對用資產階級抽象正義概念討論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義原

則。馬克思主義制度理論將正義作為原則嵌入制度之中才使之具有

現實意義。正義是制度的建構原則，沒有價值約束的程序和形式不

會帶來真正的、符合人性的正義結果。馬克思認為，消除非正義的

社會前提構建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才是正義的。這就好比是在沙

灘上不可能蓋起大樓，基於私有制前提的資本主義制度，無論具有

怎樣的正義形式，結果都是非正義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義原則表

現在：首先，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政治正義。馬克思肯定工人階級掌

握政權本身的意義，即通過否定國家來否定資本主義法權。其次，

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勞動正義。工人階級獲得社會解放首先要實現勞

動解放。勞動一解放，每個人都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

一種階級屬性了。最後，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分配正義。取消各種特

權，反對官僚主義，既是工人階級的獨創，也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正

義實踐。

政治統一原則。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特別是有着廣闊疆域

的民族國家而言，掌握政權是國家制度建設的第一步，鞏固政權則

是接踵而至的命題。對於負有雙重歷史使命的無產階級來說，實施

專政是為了最終徹底將國家權力還給社會，這注定是一個漫長的歷

史過程。從權力本身來看，馬克思反對資產階級分權制衡原則，代

表着社會整體利益的無產階級應掌握國家權力，反映社會普遍意志

的國家權力在整個國家權力機構中應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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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割的整體。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工具，而不是議會

式的機構。恩格斯曾批判過把分權看得過於神聖的觀點：「事實上

這種分權只不過是為了簡化和監督國家機構而實行的日常事務上的

分工罷了。也像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一樣，這

個原則只是在它符合於現存的種種關係的時候才被採用。」以分權

制衡為原則的國家制度，總是因為分權機關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

益，從名義上的社會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事實上，導致腐敗的不

是權力，而是權力的不當使用。政治統一和高效執行是社會主義制

度效能的集中體現。無產階級要擺脫資產階級政治模式，不在於廢

除代議機構和選舉制等民主的基本形式，而在於改變代議機構的性

質，使之成為工作機構而不再是「清談館」。

歸根結底，社會主義制度運行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

則。掌握武裝力量是保證勝利的首要條件，這是工人階級在多次革

命之後的經驗總結。掌握經濟主動權，發展生產力，為實現社會解

放準備物質條件。從實踐來看，經濟上的不平等是無產階級受奴役

的根源，經濟解放是偉大的目標，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

從於這一目標。遵循人民創造歷史的思想，廣泛開展民主參與，實

施公民教育，為社會解放準備人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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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選擇甚麼樣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

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新中國成立 70

多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

大實踐中，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

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體系，形成和發展了黨的領導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

文明等各方面制度，不斷加強和完善國家治理，為中華民族從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中國制度植根於中國社會土壤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國家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必須

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的有機統一。要堅持從

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

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

求，着眼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割斷歷史，不能突然就搬來一座制度上

的「飛來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

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具有深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

中國制度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中華文明燦爛悠久，博大精

深， 5000多年連綿不絕，傳承發展，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

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和發展發

揮着歷史經驗的韌性支撐作用。在維護大一統的國家制度上，天下

為公、大同思想、天下歸心等國家統一思想影響深遠；在維護團結

統一穩定的政治局面上，求同存異、民族團結的智慧傳承久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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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的制度變遷因素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集中體現着

我國文化中的革新動力；在推動社會發展進步、促進國家整體利益

與公民個人利益的平衡等方面，「仁、義、禮、智、信」的社會規

範長期發揮着制度性的教化作用。曾經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

自古以來就形成了一整套適應中華文化的制度體系。例如，郡縣制

形成了我國歷史上最為穩定的基層網絡，科舉制度是程序規範的人

才選拔方式，監察制度對於完善權力監督、提高效能都具有歷史參

考意義。諸如此類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國家制度形式，一直是周邊

國家和民族學習模仿的對象。

近代以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專制主義制度陷入全面危機。

封建統治腐敗無能，帝國主義列強入侵，導致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

地半封建國家。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災難，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

繼，艱苦探索，中國成了各種制度的試驗場，但都以失敗告終。但

是，無論曾經輝煌還是歷經坎坷，深厚的歷史底蘊都會成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寶貴歷史資源。

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

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

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

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

權利。

 —習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