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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历史方位的四个维度

李　俊

（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科
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必须遵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逻辑。从

历史维度上看，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时代；从现实维度看，新时代是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代。从理论维度看，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新的

重大历史课题的时代；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看，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和

活力，由此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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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１］１０科学理解习近平

总书记这一新的重大判断，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增

强学习贯彻这一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

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

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

会主义。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我们认为

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历史方位。
一、从近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党的９６年奋斗历

史的维度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

位，增强历史责任感

中国是一个拥有５　０００年文明史的 国 家，中 华

文明源远流长、成就辉煌，为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

献。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由此，掀开了屈辱而悲壮的中国近代史。在

这段历史的坐标上，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民族

振兴进行了 可 歌 可 泣 的 斗 争。１９１１年 的 辛 亥 革 命

推翻了封建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起民主共和。但

辛亥革命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缺乏群众基础，加上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软弱性和对帝国主

义的依赖性，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
没有解决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问题，这一

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２］。从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视角审视近代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

无疑为中国跨入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历史前提。纵观

中国共产党９６年的历史，共产党就是在这一历史前

提中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斗争，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程。
站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经过新民

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实现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富起来就是党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实现了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

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不仅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
而且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强起来就是

在富起来基础上的一种全方位的整体提升，不仅体

现在国家拥有坚实雄厚的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８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２０１７ＷＴ０５）；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重 大 项 目

（１４ＪＪＤ８１００１６）；河南省高校哲学社科研究优秀学者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ＹＸＸＺ－０１）
作者简介：李　俊（１９６４—），男，湖北江陵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

究员，主要从事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理论、高等教育研究。

·１·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３８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８年１月　　　　　　　　　　　（Ｐｈｉｌｏｓ．＆Ｓｏｃ．Ｓｃｉ．Ｅｄｉｔ．）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１８



体现在社会制度、文化价值等广泛影响的软实力上。
具体讲，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

史的接力棒，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运用新的发展理念，不
断进行“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
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方面的

建设，使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进而迎来了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时代。
“强起来”不是一句漂亮的或鼓舞人心的口号，

它体现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

人民实现新的伟大历史使命的一种强烈责任和担当

精神。因为，“强起来”是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

的一种超越和飞跃。它意味着我们党肩负着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重任；肩负着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任；肩负着不断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使科学社会主

义在２１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重任。
二、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维度上理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明确新任务、新
要求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

要矛盾，是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推动社会发展进

步的重要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依据当时的阶级状况和社会性质，将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概括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

义和人民 大 众 的 矛 盾。依 据 对 这 一 主 要 矛 盾 的 把

握，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

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

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党的中心工作任务

是改造 私 有 制 使 其 向 社 会 主 义 公 有 制 转 变。１９５６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

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此时社会的主

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

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

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

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

发展社会生产力。后来，由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

人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的失误，致使在主要矛盾上

的反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对国际

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中，深化

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

会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强

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

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为了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

面，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了阻碍

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使中国大

踏步赶上现代化的步伐。
经过改革开放近４０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

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

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我国经济总量自２０１０年开始稳

居世界第２位，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

界第２位，制 造 业 增 加 值 连 续７年 居 世 界 第１位。
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中国贫穷

落后的面貌，总体上实现小康［３］２１。这说明，我国过

去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了

根本性改变，“落后的生产”已经不能准确反映现实

中国的生产力实际。我国生产力在发展起来之后，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又开始凸显。发展的不平

衡主要体现在各区域、各领域、各群体之间产生的比

较差距，包括经济发展、收入和所享受到的社会服务

和福利等方面。发展不充分既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

总量、发展程度的不充分，也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不充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充分、调控政策体系有

待充分完善等。从人民的需 求 看，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

快速发展，人 民 群 众 追 求 的 目 标 和 内 涵 也 在 发 生

着巨大的变化。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已 经 不 再 满 足 于 对

基本物质 生 活 的 追 求，他 们 还 有 更 高 层 次 的 精 神

文化生活、政 治 社 会 生 活 和 生 态 环 境 美 好 等 方 面

的要求，而 且 这 些 追 求 和 要 求 是 多 方 面 的、立 体

的。习近平总书记在“７．２６”讲 话 中 指 出：“人 民 群

众的需要 呈 现 多 样 化 多 层 次 多 方 面 的 特 点，期 盼

有更好的 教 育、更 稳 定 的 工 作、更 满 意 的 收 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 高 水 平 的 医 疗 卫 生 服 务、更 舒

适的居住条件、更 优 美 的 环 境、更 丰 富 的 精 神 文 化

生活。”［４］将我国现实 的 主 要 矛 盾 表 述 为：“人 民 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 要 和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的 发 展 之

间的矛盾。”使我们 更 加 明 确 今 后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在

继续推动 发 展 的 基 础 上，着 力 解 决 好 发 展 不 平 衡

不充分的问题，大 力 提 升 发 展 质 量 和 效 益，更 好 地

满足人民在经济、政 治、文 化、社 会、生 态 等 方 面 日

益增长的需要，更 好 地 推 动 人 的 全 面 发 展、社 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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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进步。
三、从探索重大时代课题的维度上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开创马克思主义的

新境界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一个新的时代都会面临

新的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善于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新的形势和

任务，为解决新的时代问题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因为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

义的内在本质要求、是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

的根源所在。
追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围绕着在中

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的历史课题，进行

了理论探索，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

题，阐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

中全会到十六大，十六大到十八大，以江泽民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

程中，科学回答了实践中的重大课题，不断深化和丰

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各

项事业的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回答和回应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牢牢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围绕着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
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

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社会建设、外交

国防、党的建设等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和阐述，
形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原则和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十九大报告将其概括为“八个明确”和

“十四个坚持”。这“八个明确”的基本原则和“十四

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是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全面丰富和发展，相对“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而言，它具有更加全面、深刻的

内涵。它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形成，所以，基本方略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一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正如习近平所说：“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

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

大文章写下去。”［５］３８

四、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的维度上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推进科学社

会主义实践新的发展

１８４７年，德 国 工 人 阶 级 第 一 个 独 立 的 政 治 团

体———正义者同盟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改 组 同 盟

的建议和理论指导，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马

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这标

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从此，世界无产阶

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领导下，通过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着推翻

一切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

自觉的群众运动和阶级革命。在１７０年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社

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理论奠基，创立了科学社会

主义，为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树起了旗帜、指明

了方向。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列宁领导

的布尔什维克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俄

国当时实际，提出关于帝国主义灭亡、社会主义革命

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理论，形成列宁主义。列宁领导

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

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人类历史

新纪元。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和曲

折的过程，需要各个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实践逐步完成。在推进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

发展进程中，斯大林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的

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随后东欧的一些国家以及中

国、越南、朝鲜、古巴等１１个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

道路，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高潮，有
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由

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大多是资本主义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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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充分的国家，这些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

中面临着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历

史基础，面临着处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斗争关

系，面临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符合本国实

际和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以邓小平同

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

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中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世纪之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严峻考验、经历了中国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检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显现出独特优势，发挥了定盘星和压舱石作用，引领

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

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考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逻辑紧

密联系，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极大地增强

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使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使中国

共产党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由此可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发

展，进而也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着眼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中，出

现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与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程一脉相承，同时又表

明我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时代有

新的任务、新的要求，这就是通过开展新的伟大斗争，
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好地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时

代孕育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又指导新的实践。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

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最新理论成果，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和重要组成

部分。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推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发展，开拓了治国理政新领域，开启了管

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

持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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