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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之源 
 

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  陈金龙  谢迪斌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枝独秀”，不仅避免了重蹈
苏东剧变覆辙，而且使社会主义焕发勃勃生机，为人类文明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赢得了国际社

会的普遍赞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自从我首次访

华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人们不禁要问，改

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是什么？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来自何

方？要而言之，党的领导核心力量、人民主体力量、民族凝聚力量，构成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不断向前的力量之源。 
    一、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办好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这一论断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又彰显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党的引领力、感召力和内凝力，使党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核心力量。 
    党的引领力。一是方向引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国家的发展方向、发展大局，对于
中国这样超大型的国家更为重要。俗话说，“船大难调头”，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从

中国的国情出发，凭借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洞察和把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排除了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包围之

中的各种干扰和风险，避免了发展中有可能出现的颠覆性错误。二是目标引领。中国共产党顺应

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诉求，科学设定了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为不同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

力。三是路径引领。中国共产党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确立了实现奋斗目标的具体发

展理念，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

发展理念等，有效指导了中国发展实践。可以说，旗帜、目标与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要素。 
    党的感召力。中国共产党是服务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首先考
虑的是人民的感受、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力求通过改革发展给人民带来实惠，让人民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使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如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都以人民幸福指数

的提升为归宿；全面依法治国，旨在使人民置身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沐浴公平正义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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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赢

得了人民的信任，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赢得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人

民中的感召力、动员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的内凝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基础在于党的
内凝力和党的团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 90 多年历史、8000 多万党员的老党大党，通过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及时解决了发展过程中滋生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严肃政治规矩和政治纪

律，改善政治生态，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内聚力，重新塑造了党的形象、树立了党的权威，提高

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力量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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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 
    治理一个 13亿多人口的国家，没有坚强领导核心是难以想象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当
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充分表达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他高度评价：“由于共产党政府主

导的社会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国内声望和支持率非常高，这反映在中国人展望前景时表现

出的自信中。在未来更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仍将继续执政。而且，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

就，我们不应该惊讶它的全球声望会出现提高，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这一观点，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力量的认可。 
    二、人民群众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理论的建构
者、制度的维护者，人民主体力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 
    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主体。常言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人民闯出来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策略，人民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正是基于人民的探索与人民的实践，才有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举措出台，

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1992 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时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
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

作为全国的指导。”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和其他各方面改革也是先有人民群众的探索和实验，

再有全国范围的推广和实践。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确立提供

了强有力支撑。 
    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主体。理论供给取决于理论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构的内在动力源于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正是由于人民群众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

要理论指导，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人民群众的知识素养、接受能力、思维方式、审美

习惯，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坐标。同时，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

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人民探索道路的实践，人民探索道路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

验、实践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素材，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定义和概括，实际上是对这些基本素材的加工。再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行得通，

能否指导中国的发展，还得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和评判，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检验者、评判者，检验的结果、效度又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 
    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的主体。国际社会与国内各方面都普遍承认这样一个
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富有效率的，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这是支撑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认可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是自主建构起来的，具有独特秉性和战略定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确保了社会正常运行，

支撑了经济快速发展，因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人民参与了制度的建构，也是制度的

维护者，制度的力量说到底是人民的力量。离开了人民的认可、敬畏和维护，制度形同虚设，难

有作用可言。 
    三、民族凝聚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力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人口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至为重要。民
族凝聚力既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一种物质力量，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支

撑。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统一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脉。随着改革
开放后中国的崛起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民族整体对各民族的吸引力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

整体的认同度提升。特别是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差距缩小，亲和力增强。

民族凝聚力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也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和谐。正是由于

民族力量的凝聚和统一，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战胜了各种困难和灾害，化解了各种危机，顶住了各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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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照搬外来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是基于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的独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理论建构、制度完善，都

是创新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集中展现。这种创造力来源于民族凝聚力，正是汇集了中华

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才化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创造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奇迹。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向心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海外侨胞的支持，在对外开放、引进外
资的过程中，在中国走向国际社会、赢得国际社会理解、认同的过程中，海外侨胞发挥了重要作

用，是中国连通世界的纽带，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海外侨

胞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增强，成为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叙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

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力量。国际社会从海外侨胞的

自信中，可以感知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