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 100 周年专题研究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7
 

No. 4
 

2021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zs. 2021. 04. 004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杨长福,肖宋英.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百年探索、历史经验与启示[ J] . 重庆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7-49.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zs. 2021. 04. 004.

Citation
 

Format:
 

YANG
 

Changfu,
 

XIAO
 

Songy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exploring
 

the
 

system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100
 

years[ J] .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4):37-49.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zs. 2021. 04. 004.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2021TBWT01)
 

作者简介:杨长福,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Email:13101328280@ 126. com。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的百年探索、历史经验与启示

杨长福,肖宋英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历经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制度模式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度优势的不断形成、改革开放时期制度优

势的不断彰显、新时代制度体系不断完备和制度优势全面激发的百年探索历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将这些显著优势归结为 13 个方面,这些显著制度优势的形成和彰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

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根本体现。 总结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

历史经验,对于正在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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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独立自强的中国发展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其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这种“实践探索” [1] 。 中国共产党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百年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不断彰显、不断完善。 这种制度优势不但在百年历程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

期稳定的“奇迹”,而且必将为正在开启的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百年征程提

供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一、学术研究进展

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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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建党百年发展经验与启示的研究,尤其是从党的思想建设、自我革命等方面探索发展历程、
总结实践经验,以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 如:张润峰、梁宵从百年历程梳理了党不断推进自

我革命的一系列经验,以推动新时代党建工作[2] ;邸乘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几个历史阶段梳理百年以来党的思想建设成就,认为实事求是、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等是我党

最重要的思想建设经验[3] ;蒯正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五条基本经

验[4] 。 二是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党的领导的研究。 如:吴家庆、瞿红认为,正
是因为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中彰显出了

系列巨大优势[5] ;徐斌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主要体现在党的政治

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社会领导方面[6] 。 三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和

形成发展过程。 如:曹劲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主要表现为集中优势、互助优势、动员

优势、认同优势和革新优势[7] ;秦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形成和彰显,是中国共产党

长期奋斗、不断探索创新的结果[8] 。 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研究。
如:季燕霞认为,转化的关键是要发挥好制度效能[9] ;刘化军认为,科学把握“中国优势”,必须立足

于整体性、历史性、比较性、发展性视角[10] 。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研究取得了一系

列丰富的研究成果。 基于此,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如何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的历史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对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启示作用,正是本

文的学术期待。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百年探索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制度模式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成立,从此党的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等大事。 党的二大提出把中国

共产党建设成“大的群众党”,并在第一个正式章程中对把党建设成为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能

够做到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使得党的建设一开始就走了“直路” [11] 。 党的

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党的五大要求把党的基层组织建

在产业支部上,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贫农是“革

命先锋”,无产阶级思想必须占据领导地位[12]18-22,77。 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断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

的基础。 此后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开始。 在“八七会议”上,土地革命和

武装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任务。 事实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

国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而突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军队的根本保证,
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充分表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

国情况” [12]115。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出

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矛盾论》 《实践论》等重要著作,对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用能够认识和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正确思想武装全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

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 概念,其本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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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12]647。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标志,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核心则是农民问

题,据此,毛泽东同志描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蓝图[13]672-679,694-709。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20 多年的历史经验,为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基础。 大会第一次

提出用生产力标准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13]1079,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伟大飞跃。

1946 年,中共中央将减租减息政策修改为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此后,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

《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公布的第一个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开启了土地

制度改革运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
展农业生产”,是土改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4]1317。 1947 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标志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理论正式形成。 它是运用马列主义

关于民族的学说具体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和理论,对于实现

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整党工作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公开党支部和党的活动,表明党的建设和发展进入到

新的阶段。 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这在党的建设上是首创,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起到了重要

的保障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花大力气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
尤其是对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我们既不照搬苏维埃政权模式,也不照搬议会制模式,而是通过普

遍选举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出领导人,制定各项条例[15]136。 这正是对新中国政权模式的初步

构想和雏形。
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运用这一思想,在赢得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

同时,也在苏维埃、延安根据地等地方建设中,探索、实践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为社会主义在

中国的最终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度优势的不断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制度优势不断形成和发展。 组建

国营经济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是巩固政权的关键所在。 在国营企业里,工人阶级是领

导阶级。 通过有限的国际贸易反对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禁运,既打破西方国家颠覆社会主义中国

的妄想,也为独立自主的贸易体系和制度的建立开创了条件。 毛泽东同志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

划经济建设”的主张[16] ,并委托刘少奇进行详细的阐述[17]178-182,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做了比较

充分的准备。 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形成了集中统一的财经

管理体制的雏形,为计划经济模式提供了思路和范本。
为了继续实施土地改革,1950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土改运动使农村完全

过渡到社会主义,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专门召开了全国第一

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指导原则,促进了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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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开始创造和运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形式。 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每个县都能

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能开好这个会议,对于联系数万万群众,对于干部教育,都是“极重

要的” [17]4。 刘少奇同志也指出,民主化同经济建设、工业化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
主化和工业化” [18] 。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渡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雏形。
1953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实施,1954
年 9 月 28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闭幕,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这是中

国共产党长期探索中国政治制度的最终结果。 会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

的政治制度作了更加完备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毛泽

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是一种“义务” [14]809。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党的民族工作方

针,这些方针和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探索。 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把广大妇女解放

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人人平等思想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 用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作为宣传教育的思想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制度特色,经过长期的坚持和发展,我
国教育事业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在执政条件下进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全新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党,必须做到两

个“务必”,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 “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 [15]1438-1439。 在干部管理上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分部分级管理干部。 党管干部是中国共产党

一贯坚持的原则,分部分级管理则是干部管理办法的重要改革。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工作制度

对统一指挥,集中力量,协调一致完成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社会主义制度许多方面的优势

也是通过这一制度得以体现的。
到 1956 年底,“一化三改造”完成。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形式。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党的八大的召开,正式拉开了这一

探索之路。 《论十大关系》讲话稿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系统探索按照中国自己的特点建设社会主

义道路的开始。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9] 。 十大关系

的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表明这条道路的基本

思路已经逐渐清晰。 在八大上,经济建设成为主题。 会议初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战

略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构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决

策。 八大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共产党的先进性就表现于此[20] 。 这些艰辛的探索,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认识出现偏差、探索发生曲折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仍

然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的正确方针。 三

个“并举”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 显然,党中央在纠“左”过程中

提出的观点、理论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十年总结》中,概括了十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递进进程,总结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开始是“照抄外国的经验”,然后找到了“适合中国的路线” [21] 。 毛泽东同志的总结清楚地表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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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照抄外国的经验,而应该走适合自己情况的道路。 事实上,《十年总结》是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结晶。
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农业领域的生产责任制是新事物,不仅有效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

产,而且是对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方式的有益探索,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施提供了基本经验和方法。 党中央对某些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有代表性的是在工

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对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性试验。 此外,在解决我国台湾问题

上,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八大提出愿意用和平谈判方式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策

略[22] ,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选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方

面的全新探索。
1964 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战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

设经验的总结和深入探索。 从此,对现代化的追求成为中国人民的梦想,即使后来出现“文革”那样

的挫折,也没有动摇过。 同时,在现代化建设征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也成为改革开放、深化改革的动

力和参照。 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探索,社会主义在曲折的道路上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些

成就的取得,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不懈追求,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以及在建设进程中这种优势的不断形成和显现。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取得了社会主

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这些成就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正是有了这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显现,具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不断形成,为改革开放的进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最终形成和完

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改革开放时期制度优势的不断彰显

1976 年 10 月,中国历史迎来重要转折时机。 真理标准讨论使全党认识到必须改革开放,党中

央明确提出要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党工作的重心

正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

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实践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邓小平理论的形

成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开启了全面实践阶段。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

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回答的根本问题。
1979 年,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1980 年,邓小平作《党和国家

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1982 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为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大幕也由此拉开。 1983 年,全面整党。 显然,党的

建设的进行和加强,为党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提供了根本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实践逐步开启。 邓小

平同志指出,要认真解决经济体制问题[23] 。 这里的“解决”,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经济制度

要有所突破和改革,进而开辟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有

了突破。 创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壮举。 1982 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4]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早表述和第一次正式提及,它回答了中国应

该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新时期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党的十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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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

适当分开。 这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全新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实践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进入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 精神文明

建设的开展,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为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战

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

供了理论武器。 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外交政策方面,邓小平判定和平与发展是世界

的主题[25]105。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

了“一国两制”构想[25]797。
1992 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明确提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精辟地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

系,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25]373,这些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五大明确回

答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形成,它是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奠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

能力”成为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26] 。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探索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重大理论创新同邓小平理论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最终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制度

体系。 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共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并在其完善和发展过程中

不断彰显。
(四)新时代制度体系不断完备,制度优势全面激发

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方面。 道路是实现途径,理
论是行动指南,制度是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则由

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组成。 党的十八大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必须准备进行具

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深化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之路。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7] 。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

须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进行,这既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肯定,也
是对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专门研讨法治建设,目的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8]157。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

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新发展理念,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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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问题,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29] 。 此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两个文件。 以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党建,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首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对制度创新的追求。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各项建设的首要位置,是发挥制度优势所必须完成

的首要任务[28]157。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这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最新描述,

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 21 世纪的最新发展,其重大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30]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 21 世纪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发展的最新阶

段,标志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历程取得巨大成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实践探索的结果,是具有强大生

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 会议首次系统地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归结

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

进”等 13 个显著优势[31]3-4。 这些显著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百年探索的结果。 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的探索开辟了新的起点。
可以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面临全新的执政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

思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胆识和判断力,带领中国人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表明,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非

凡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面激发,并正在不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百年探索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历史经验丰富而深刻,最根本的经验是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任务。 在创立时

期,中国共产党强调对中国的认识要具体化,并决定将自己建设成为群众的党。 大革命时期,探索

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答案,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些均是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完成的。 土地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基本形态。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领导经济、政治、干部和文化建设取得一系

列成就。 抗日战争时期,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理论得以系统阐述,中国共产

党居功至伟。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新中国的建立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前进方向。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新中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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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建设、管理城市经验的同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

会主义改造,民主改革、文化建设、法制建设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中国共产党

真正成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赢得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这一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中国共

产党进一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根本保障。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探索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

化等方面。 这些探索在取得良好开局之后,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不足并出现偏差,使得探索之路发生曲折。 在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求把党的全部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恢复正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形成完成了关键

的步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实践阶段。

邓小平理论进入形成和完成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入全面实践阶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 邓小平理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准确回答,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 无论是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还是后十年的深化改革,都证

明了改革开放之路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无论是开创这一道路,还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并最终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31]20。

这一论断充分表明,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在全国各项事业中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各项事业要取得成

功,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即在各项事业中都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才能取得全面成功。
(二)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够集中力量办成许多大事情,
诸如完成彻底反封建任务、领导全民族取得抗战胜利、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这都是全党一致,全
民统一行动的结果。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正是因为积累了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经验,无论是建设,还是同各种困难作斗争,都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能够集中群众力量,做到全国一盘棋,办成大事情,是同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号召

力密不可分的。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群众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前提与基础” [32] 。 在拥有独特国情的社会主义中国,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办成大事。
事实上,拥有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能把人民群众的力量汇聚起来,就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产生强大合力,办成中国自己的大事。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能够实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之间,个人、集体

与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群体之间的全面统筹,协调配置,统一使用,发挥各方的积极性,形成整体合

力,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汇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增强全民的凝聚力,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最集中体现,在诸如 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
2020—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大灾难面前,真正检验了“中国精神”的强大力量。 民心向上,
集而用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完美体现,形成和汇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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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优势与磅礴力量。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发展,探索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其历史经验之一便是无

论在革命还是建设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3] 。 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

根本依靠。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品格。 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

政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 “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

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4] 。 纵观百年历

程,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能够当家作主,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随着一个又一个胜利,逐渐走上执政党的地位。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奋斗目标。 在人

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下,党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

华民族已经由站起来、富起来而开始强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正在逐步实现。
党和政府所制定的各项制度都是以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的人民中心原则

为前提的。 党拥有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党员干部拥有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只有为人民群众

不断谋福祉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人民群众才能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党攻坚克难的力

量之源。 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形成和发挥,正是因为党长期坚持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

力的重要传家宝” [35] 。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

部活动之中。 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全面走向成功。
(四)坚定“四个自信”,共筑理想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大显著优

势”是“四个自信”的生动阐释。 正是因为有“四个自信”,所以人民才坚信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定会成功的,才会在探索征途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成功还是暂时的曲

折,都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坚定的信心。 正是这种坚信社会主义一定成功,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一

定会胜利的态度,使得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以形成和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
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36] 。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彰显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体系优势的

坚持巩固和逐渐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统筹推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中不断发挥制度优势,进一步坚定了“四个自信”。
坚定“四个自信”,目的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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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让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道路有坚定的信心,对社会

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文化充满热爱,最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走向完善,制
度优势不断彰显。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集中力量,
又好又快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制度优势快速、全面彰显。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程中不断创造奇迹,人民自觉产生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

系、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想信念。

四、新时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大显著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百年探

索而获得的。 这些历史经验和制度优势在过去一百年里,指引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并将在

已经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全面发挥十三大显著优势合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大显著优势中,党的领导是居于首位的根本优势。 因为有党

的领导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才会有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

系,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彰显其十三大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

炼的十三大显著优势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将会产生出远大于单个优

势相加的强大合力。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置于首要地位。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发挥制度优越

性的前提,是展现其他制度优势的基础。 同时,党的领导要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制度优势

相结合,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整体效能中发挥总体统领优势。
其次,在制度整体效能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起到功能性作用,发挥总体功能的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贯穿于其他制度优势之中,被其他制度优势所体现。 党的领导的优势体现

为坚持走群众路线,集中人民的智慧,为人民服务,办人民之大事,也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更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优势之中,人民参与到管理国

家事务之中,所集中的人民智慧实际上就是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凸显的具有民族特质的共同奋斗优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所具备的总体布局优势,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所

具备的总体动能优势,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建设稳固军事国防、维护祖国和平统一、坚定和平外

交制度所体现的总体保障优势,所有这些优势相互连接,共同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实践之中,创造出强大的总体合力。
(二)坚定制度自信,释放“制度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必须转换为“制度效能”,才能指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进程。 “制度效能”的实现,必须立足于制度自信。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

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检验形成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

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

的” [37]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社会主义事业显著成就的取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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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得益于制度的正确性。 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自信是“制度效能”转化的基础。
其次,制度自信的建立需要提高认同度。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经历从认知到践行的过

程,只有赢得群众对制度优势的认同,制度效能的转化才有可能” [38] 。 群众的认知来源于美好生活

体验与获得感的增强。 因此,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宣传,利
用好网络宣传途径,做好制度优势的展示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从而使人民群众

切身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进而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三)新发展阶段下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初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
发展格局的“三个新发展”概念,分析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阐述了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阐明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新

起点,在新发展阶段要以敢于探索的勇气,继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推动了改革创新,

促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结果。
在新发展阶段,改革不能停止,仍然要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不但需要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更需要新的实践方式” [39] 。 所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仍然要

坚定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践行制度创新,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优势只有在执行中才能得到体现,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的凸显,也必须要在制度执行中得到体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制度优势的显

现,必须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前提。 这种执行力,就是党

通过各种措施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得到更多加强,才能应对

当下我国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外挑战,才能抓住实现发展的机遇。
首先,要完善制度执行机制。 要健全制度执行的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

打通“中梗阻”,畅通“微循环”,形成沟通顺畅、互相配合、上下联动的制度执行局面,提高制度的执

行效率。 要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到让人民满意,对人民负责。
所以制度执行要和制度优势相结合,在执行过程中加强联动性,提高制度执行效率。

其次,要加强制度执行监督。 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应该受到监督。 一是监督制度执行情况,再好

的制度,如果不能严格执行,也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而监督是制度得以严格执行的保证。 二是有监

督才会促进制度创新。 通过监督,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才会引起注意,才会修改制度以解决新

的问题进而实现制度创新。 三是通过监督可以督促制度执行人依法依规办事,树立法制意识、规则

意识,进而提升各级政府官员和党员干部的管理素质和能力。
最后,在制度效能转化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百年制度优势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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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彰显,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这一方式方法,对通过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这一作

用最突出的表现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在不断彰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

进程中,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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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unremittingly
 

explor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gone
 

through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model
 

in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ontinuous
 

form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continuous
 

display
 

of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ntinuous
 

perfe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and
 

the
 

100
 

years
 

of
 

comprehensive
 

stimul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ummarized
 

thes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to
 

13
 

aspects.
 

The
 

format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se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s
 

a
 

sign
 

of
 

a
 

more
 

matur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fundamental
 

embodiment
 

of
 

the
 

CPC
s

 

original
 

intention.
 

Summing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explor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a
 

direct
 

enlightenment
 

on
 

the
 

new
 

journe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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