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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China has found 

its own path of development. This is a road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open development an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road 

lies in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ing to push forward 

modernization and adhering to the idea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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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 70 年来，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是科学发展的道

路、是创新发展的道路、是开放发展的道路、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在于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续推进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1. 前言 

建国 70 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找到了

一条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又基于中国实际的道路——中国道路。它将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思想引领；将继续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优于资本主义模式的更多选择，

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路径和可遵循的思想引领，也一定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注入新的活力。 

2. 中国道路的科学内涵 

所谓中国道路，就是旨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道路。全面具体理解中

国道路的内涵，需要从下列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2.1 中国道路是科学发展的道路 

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在中国时代化、大众化、实践化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恩研究的关于人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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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科学，虽然诞生于西方社会，但是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原

则和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这一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深入理解和贯

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伴随着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取得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崔生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要在当前实现中国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的发展理念就成为时代所需。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以来所倡导的新发

展理念就是基于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实际，有效解决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问

题，提出的发展理念，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是科学的发展道路。  

2.2 中国道路是创新发展的道路 

从古至今，无论是洋务分子的“器物”学习，还是戊戌派的“制度”学习，都是通过对西方

制度的学习来试图改变本国现有的体制和状况，却没有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根本原因就是没

有对原有体制机制实行创新。[1]改革开放以后，创新就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首先是理

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性结合，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突破了

从本本、教条式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对我国现阶

段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不同矛盾和问题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择。其次

是科技创新，它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动力。创新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靠

保障，21 世纪是科技大发展、大创新、大突破的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抢抓历史机

遇期。中国共产党也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科技创新是必须着力推

进的。因而在现代化建设中，把科技创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范围，为中国现代化

的顺利实现提供了一定的科技引领。            

2.3 中国道路是开放发展的道路 

中国从实现现代化的那一刻起，就是一条秉着开放理念的发展道路。对外开放一直贯穿

始终。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

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一致。近代时期的中国因为闭关锁国，从而造成了落后、挨

打的惨痛教训。中国深刻领悟到了要发展，要赶上甚至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一定要

打开国门，实现开放，积极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管理理念。今日的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走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道路，坚持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把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潮流，与时俱进。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切实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中国逐步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中，

不仅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2.4 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坚持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国道路的外部保障条件。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尽快实现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

重心工作。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事务，自觉担当起秉持公道，伸张正

义的大国责任和使命担当。[2]稳定、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就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必然选择。伴随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不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向各个国家

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中国始终成为构建和谐世界

的积极倡导者和努力践行者，将共同致力于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12

151



 

 
 

3. 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 

中国道路有它自身起源、发展经历等不同历史，因而导致了自身特有的特征，具体如下： 

3.1 中国道路的“外力生成性” 

“外力生成性”体现了中国道路在选择和生成过程的突出特征，即中国道路是在外力逼迫

下探索和开创的。[3]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大国，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为主，以自身的发展规律缓慢向前。然而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外来势力的逼迫下，

跳出了历史周期律，开始以新的眼光探索新的发展路径。[4]首先，是全球化大潮冲破了天朝

观的迷梦，这种外在力量逼迫人们去树立主权观。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开眼看

世界，主张学习西方的发展理念和先进制度。其次，是德治观念逐渐被法制观念所取代，用

西方的法律制度可以起到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法制逐渐被采纳和运用于治国理政中。再次，

西方势力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

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由此开启了“外力生成

性”的现代化道路模式。 

3.2 中国道路的“艰辛曲折性”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一百年来的曲折经历，既体

现了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又体现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评价和认识。首先，中国的现

代化道路是在异乎寻常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的，体现了道路探索的曲折性。在一百多年的现

代化进程中，中国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牺牲和代价，最终使中华民族走向了统一、团结，

建立了新中国。其次，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历史传承和转换更新的过程，是

对新旧矛盾的克服，使其走向统一的过程。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

人心，终究因为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以失败而告终。“文革”期间的偏离路线，从而导

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终究是没有树立正确的现代观念，没有找到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因此，

正确审视中国道路，将会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现实依据。 
总之，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的所有模式和路径都有过

尝试，从深层次看，由于无数次的失败，由此增加了选择的难度。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经验表

明，只有独立自主的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能尽可能地少走弯路，尽快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成功转型。 

3.3 中国道路的“包容开放性” 

中国道路的“包容开放性”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开放和包容的全球视野，主动融入

符合人类文明的调整与改变中。体现在：首先，中国道路是对世界多元文明的包容，是对他

国文明吸收路径的开放。文明多样性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特质，是人类共存共荣的精神文化基

础，反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因素。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伴随着中国逐步步入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在不断增强包容性的同时，加强与世界各种文

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促进不同文明相互融合与交流。其次，中国道路是对传统文化的包容

与现代文化的开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华文化实现了传统文化的

现代转型。今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对传统文化“和为贵”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更是对“人
人平等，天下为公”理念的升华。再次，中国道路包容了中国人民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景，

“包容性”所界定和涵盖的范围是广泛的。[5]中国道路旨在让全体成员都公平享有发展机会、

发展成果的道路。 

4. 当前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 

中国道路之所以能成功，是基于一定丰富经验的积累。这些积累，对于我们今天站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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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起点上，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开创历史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

义。 

4.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的坚实保障 

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开展的救亡图存的一系列活动，最终向人们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首先，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坚定的政治信

仰，旨在推翻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在共产党的坚定领导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建立起了新中国。其次，共产党人有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指导思

想，是指导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的一系列运动，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科学

的理论做指导。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三大改造，

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后面的一切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再次，共产党人有明确的奋斗

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产党人明确的目标。因而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动力和

活力，代表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建国 70 年来，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下更是要顺应社会发展趋

势，顺应人民意愿和要求。这深刻表明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通过对马列主义的独特

运用和全面发展，实现了党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的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

方向。 

4.2 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建国以来的经验深刻表明：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 20 世纪 50 年

代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选择彻底改变了东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实现了

中国社会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从此开启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的伟大

历史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启了实现改革开发的伟大变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开启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提出了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建国 70 年来，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

新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4.3 毫不动摇的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道路最本质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们

追求的共同理想。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其影响和作用贯穿整个社会历程，既是“历
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

终本着“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和初衷，用自己的实践体现了、回答了一切为了人

民群众的问题，用自己的探索与努力缩短了为了要实现的目标。此外，以人为本，实现共同

富裕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所谓人的解放，

就是使人类摆脱繁重的劳动，使每个人都得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马

克思主义相关的论述，为共产党人认识和探索在中国道路的开创中，坚持以人为本，共同富

裕的价值追求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由此看来，中国道路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理想，为每

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筑造了平台，创造了空间， 提升了无限可能性。[6] 

5. 小结 

百年来的民族发展史得以形成当下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它是中国社会合乎规律合乎目

的的演变性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与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中国道

路的成功，可以为现代化国家提供价值意义，为后发型国家提供借鉴。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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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而且也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REFERENCES 

[1] Li M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ad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Journal of CPC Nancha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2009(1) 

[2] LiWeihong. Thescientific connotation,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oad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0(1) 

[3] Mao Liyan.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J]. Economic Landscape, 2010(2) 

[4] Ma Junfeng. Two issues in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a road"[J]. Theory and reality, 2012(3) 

[5] Liu Jingdong. Marxism'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and China's Road[J]. Global Vision, 2013(3) 

[6] Zhu Zongyou.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choice of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J].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13(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12

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