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 年第 4期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方式、途径和手段∗ 
 
 

施雪华  孙发锋 

 
 【内容提要】政治发展的动力、方式和途径是政治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动力、方式和途径，取得了重要成

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是：在政治发展动力上，主张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合动力系统；

在政治发展方式上，主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在政治发展途径上，主张在

坚持中国特色的前提下理性借鉴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和培育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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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是一个有机整体，包

括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战略、模式、动力、方式、途径等。笔者曾在《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战略和模式》
①
一文中，

对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目标、战略和模式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就

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方式和途径进行探讨，以便于更加全面、更加完整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一、政治发展的动力：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合动力系统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往往不可同时进行。因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所依

赖的条件是不同的，而且这些条件不可兼得。在一个国家里，有对政治改革有利的经济环境，也有

使经济改革更为困难的政治环境；有对经济改革有利的政治因素，也有对政治改革不利的经济因素。

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在推行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经济改革先行，以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通过经济

                                                        
∗  本文为施雪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课题批准号为：07&ZD035）；施雪华主持的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应急课题”《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批准号为：2008JYJ060）。同时，也是施雪华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学科带头

人）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与模式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批准号为：107021）。 
①  参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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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市场驱动来推进政治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

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中国选择生

产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尽管人民公社的取消，改变了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从

总体上看，它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中国的改革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理念是一致的。邓小平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

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

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
①
由此，他提出了“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这个重要论断，

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扭住这个中心不动摇，其他一切工作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除非发

生战争，中国才可以偏离这个中心。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中国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进行经

济建设的过程中，要善于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和解决政治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中去解

决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② 

然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政治领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上逐渐出

现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和国家政治

生活中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提出了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他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

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

体制的改革，”③“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

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④。 
这也就是说，中国选择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整个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

阶段后，当政治体制掣肘经济体制改革时，或者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当“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

济发展的后腿”时，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这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只能被

动地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它可能起决定作用。列宁曾指出，政治与经济相

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一个阶级如果不从

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⑤
。胡锦涛同志也指

出：“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

展产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
⑥ 

以经济改革推动政治变革的政治发展动力设计具有明显的优点。经济改革需要强大的、具有权

威性的政党和政府来领导。如果先进行政治改革，则可能使政党和政府软弱无力。在西方和一些发

展中国家的议会里的各种反对派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争争吵吵。结果，有关经

济改革的各项政策难以出台，政府无力有效地打击各种利益集团的分利倾向。另外，市场经济的发

展，可以使民众获得平等、法治、自由等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因为民主政治的许多基本原则和规

则，不过是商品经济的原则、规则和规范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和投射。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改革会为

政治发展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之间虽然不完全存在线性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认为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生活贫困的人以谋生为第一要务，

既无兴趣也无闲暇从事政治参与。许多民主理论家强调了这一点。科恩认为：“严重贫困的群众，根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8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9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4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4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08 页。 
⑥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2005 年新年 506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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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法获知参加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
①
利普塞特正确地指出：“国

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从亚里士多德迄今，一般的论点是，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

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
②
亨廷顿的经

验研究表明，财富的增长是引起民主转型的重要诱因。他甚至夸张地说：“如果在七十年代中期有

一位社会科学家想要预测民主化的前景，他只要扳一扳手指，算一算在 1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过渡

带中的国家就能预测得很成功。”
③
 

当然，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经济变革所带来的经济动力。事实上，中国政治发展的

动力是一个复合系统，除经济动力外，还有政治动力、文化动力、社会动力、国际影响等。 
政治动力。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政治发展存在两个重要弊端，一是把苏联经验神圣化，二是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极“左”思想。1976 年，粉碎“四人帮”及中央与

地方党政军干部队伍的调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即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反思与批判奠定了政

治前提。后来的一切改革与开放的思想和行为均得益于对极“左”思想的全面反思与批判。这一政

治动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深刻意义，至今国内外学界和政界的认识还是不够

充分的。当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主要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政治发展时，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

人认识到，不进行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不剔除政治弊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被葬送。正如邓

小平所说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里当然包括政治改革。由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意志，中国形成了现代化（其

中核心是经济发展）导向的政治权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执政党和政府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关

系，推行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改革，开展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发展等等，均是党

中央以政治改革为动力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的表现。 
文化动力。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通过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后，党中央要求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认为创新是一个民

族进步的不竭动力，是党和国家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法宝，“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

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④。因此，“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

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⑤。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中国形成了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文化氛围和

社会氛围。此外，教育的发展、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使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得到进一步巩固。

这些都从文化方面为中国政治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社会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分配方式多元化、利益主体

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新现象。这对政治系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政治系统拓展政治

参与渠道，健全各项民主制度，巩固和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社会阶级阶层出现了变化，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已不能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新阶

层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定政治要求的提出。在新阶层参政压力的推动下，党中央首先对新阶层的

性质和地位进行了政治定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

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

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⑥这就为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

党、当选人大代表，进入现存政治体系创造了条件。这个过程，显然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 
国际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继承，扬弃、改造和发展。尽管战后

                                                        
①  科恩：《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111 页。 
②  利普塞特：《政治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33 页。 
③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72 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35 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84 页。 
⑥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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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发展和进步，但决不像托克维尔、现在连他本人都不敢这样说了，本文却从正面

加以肯定等所认为的，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归宿”，各国不可避免地要

趋同于自由民主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被“民

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学者所还说：“方兴未艾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

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正在创造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迹’：民主化在波兰用了十年，在匈牙利用了

十个月，在东德用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十天，在罗马尼亚则只用了十小时。”
①
面对西方对

我国的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中国决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而必须健全

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我们就能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并在这

条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应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宏

观理念上说，宪法等权威性文件已经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民主的

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彻底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进一步把

社会主义民主的宏观理念化为可操作性的程序和制度，把选举民主与政治协商、多党合作更好地结

合起来，让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运转起来。这不仅有益于中国政治发展，而且也有益于为人类政治

文明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二、政治发展的方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中央对原有政治体制弊端的体认。“文化大

革命”导致中国陷入内乱，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原有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爆发。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

代主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和平共存。社会主义制度要赢得与资本主义

制度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改革某些政治弊端，不断推进政治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强

力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积极克服改革过程中的阻力和障碍，自上而下地启动和推动中国的政治

发展进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些人对改革措施并不积极支持，甚至有不同意见。正如邓小平所

说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

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

慢就跟上来了。”
②
在改革成效的示范带动下以及党中央的舆论宣传引导，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改革的

优点，并切身体会到改革的效益，从而为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为了更好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进而推进政治发展进程，党中央在详细分析国际国内形

势的基础上，正确地把握改革时机，灵活地采用改革策略，把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心理承受程度结

合起来。江泽民同志指出：“既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又要考虑到国家、群众

和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相适应。”
③
此外，党中

央在作出重大决策时，首先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在总结试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改革进程。

邓小平指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

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④
这是典型的“自

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思维和政治发展模式。 

应该肯定的是，基层人民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为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一种“自下

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中国农民是富于首创精神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农民自

己创造的。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人民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

                                                        
①  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4 页。 
③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75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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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当家做主的基础，它的进一步完善将推动国家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

泽民同志指出：“要坚持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进一步完

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社区的民主建设，通过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多种形式，

不断扩大基层民主，确保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
①
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

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②
 

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公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渠道越来越畅通，利益表达的机制更加

健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系统增强了对公民和社会的回应性，更加重视公民的利益需求。一种表

现是，公共决策能够更好地反映社情民意。比如，农村政策的制定就是这样。“农村每一项重大政策

出台，都建立在基层和农民群众实践创造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③
从

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上下结合”的政治发展模式。即政治系统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

倾听群众呼声的基础上，制定政治发展的举措，解决各种政治问题。上下结合的政治发展模式的优

点在于，能够密切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否则，执政党、政府

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认为好的利益需求塞给社会和公民，而社会和公民却有可能不需要，在这种情

况下，这种恩赐的利益就会变成强加的痛苦。应该说，“上下结合”的政治发展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对

群众的态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

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讲清楚了。我

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

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④
因此，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巩

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必须把政治系统的权威性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起来，而

“上下结合” 的政治发展模式正是这种结合的最好形式。 

 

三、政治发展的途径和手段：理性借鉴、制度创新与培育公民意识 
 

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各种政治发展思想无不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

约，并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中国的政治发展要从国情出发，认

为这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起码要求和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

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各国的

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⑤江泽民同志

指出，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总想把他们那套民主制度强加给我们，总想让我们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西方国家一直进行尖锐的斗争，“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当。我国有十二亿多人

口，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权鼎立、多党竞选，肯定会天下大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一定要清醒”
⑥
。胡锦涛同志也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

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

要引为警戒。”
⑦
 

                                                        
①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45 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2 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10 页。 
④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638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78 页。 
⑥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02 页。 
⑦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2005 年新年 4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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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方式等不可能照搬西

方国家。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文明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依靠优势的物质文明，西方国家向全

世界推行自己的制度文明。因此，明确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照搬西方，要坚持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

特色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仅不能照搬西方国家，也不能照搬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就批评一些人把苏联政权建设的经验神圣化。比如，

有些人否定设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性，主张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

自治共和国。毛泽东认为，这一做法不适合中国国情。“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

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的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①
又如，

中国建立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实行议会制；叫“人民代表会议”而不叫苏维埃代

表大会，也都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考虑的。 

但是，坚持政治发展从中国国情出发并不是盲目排外、故步自封，拒绝学习他国的一些有益的

经验和做法。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政治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相对成熟的做法，其中反映

现代化规律、符合人类政治文明要求的，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应该看到，自从英、美等国建立了

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后，这些国家政局较为稳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

的动乱和政变，从而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共产主

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

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②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吸收过英国内

阁制的某些有益的因素。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机构或制度上，也隐隐约

约地打着英国影响的印记”
③。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在政治发展进程中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

邓小平强调，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1992 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

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④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要坚持从我

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⑤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途径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借鉴西方

国家的政治文明之外，还包括内部的制度创新、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等。 

制度创新。党中央主张把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旧制度周围建立新

制度。1980 年，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中国政治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此后，执政党制度建设、人大制度建设、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等日益受到重视。

1994 年 9 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执政以来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

特别突出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江泽民同志指出：“注重制

度建设，是这次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
⑥2003 年，胡锦涛同志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强调了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
⑦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党中央在建

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建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等方面均作出了许多创新

                                                        
①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758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98 页。 
③  程程新新新程新程程程程程新新程程新新新新新程新新程程程新新新新1995 年新年 1 页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3 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53-554 页。 
⑥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10 页。 
⑦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2005 年新年 4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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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制度安排。 

培育公民意识。政治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熟。公民通过参与各种社团活动，

可以学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处理各种问题和彼此间的分歧，进而培养民主意识和价值观。同时，有些

社团以民主的方式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管理内部事务，这也会提高社团成员的民主技能。正如有学

者指出的，结社活动使得“每个人都学会了各种技艺、获得了各种看法、懂得了尊重各种规则，从

而使得他或她在那个称之为社会的巨大抽象实体中成为一个能起作用的参与者”
①
。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党中央提出要培育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党的十五大报告

指出，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②
。2004 年，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

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该管的事一定

要管好，不该由政府管的事要坚决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
③
。也就是说，培育公民意识本

身虽然不是政治发展的内容，但政治系统要走向高效和民主，没有具有较高自治能力的公民意识的

成长，没有科学厘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权能边界，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

论探索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既有对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政治发展思想中的正确成分的继承和发

展，把他们提出但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也有对他们政治发展思想中错误成分的反思与克服，使改

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没有再重蹈毛泽东晚年的曲折道路；更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理性新思考和新创造。因此，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

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它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主要

理论指南，更是指导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依据。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确实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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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ke propositions of westernization 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should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r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economics. The fundamental thinking 
methods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can be summarized as “taking Marxist economics as the base, western 
economics for use, Chinese economics as the root, world situation as the reference, China’s situation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e. adhering to the belief that Marxist economics 
is the dominant and basis of Chinese modern economics, ensuring that innov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is always on a scientific academic track for development; while adhering to the 
conformity between Marxist economics and “base and use”,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ideological materials 
of modern western economics from which all valuable scientific ideological components should be selected, 
developed and absorbe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ioneer and reasonable elements of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significant source and found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combining the economic practices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hav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well as China’s situation, apprehending new situ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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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ity, way, and approach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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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hat are suitable to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has go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These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 for motivit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dvocat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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