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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主义国家由最初形态发展到更具本国特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在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及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独立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和平要发展呼声日益强烈、社会主

义阵营解体后的必然选择。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国际形势再次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

么主义; 中国在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市场经济与政府作

用相结合，确实符合中国国情、有利有效，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要理性应对当前关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作用的

一些言论，既要充分认识当今世界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扩大开放中坚定信念，

坚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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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想还是一种运动，从来都是世界性的。它既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变

化，又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使

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① 之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由理论到一国取得胜利，是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向世界扩展，世界经济政治愈益不平衡才造

成的。

社会主义运动由资本主义国家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蔓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等现象，

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领土而引发世界大战，导致其力量削弱而民族民主力量上

升才产生的。

社会主义国家由最初形态发展到更具本国特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是在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及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独立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和平要发展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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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强烈，社会主义国家原有体制中的某些弊病暴露乃至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后进入新时代，是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致使阶段性

特点凸显，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导致新挑战、新问题层出不穷的适时反映和积极应对。

二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仍然在深入发展，各国的

相互联系、依存关系更加紧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合更加广泛; 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挑战和风险更加严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气焰更加嚣张，各种传统、非

传统的安全威胁更加强烈，发达国家内部的民众抗议活动和最不发达国家及战乱地区的移民潮、

难民潮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滋生。所有这一切，一

方面说明战争因素被和平力量继续扼制，另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

矛盾根深蒂固、无法克服，垄断资本与国家力量还在进一步结合，世界范围的贫富两极愈益

分化。

针对国内外形势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后不久便鲜明指出: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

会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等。“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①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当局正在同许多国家打贸易战。然而，同中国的贸易战无论激烈程度还

是性质，都与其他贸易战有所不同。例如，美国以违反所谓市场经济原则为由，对中国国有企业

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横加指责和制裁，还屡派军舰在我国南海领海内挑衅。这些就不是贸易战

了，而是美国统治集团为促使中国和平演变，在使用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近半个世纪后失去耐

心，转而加大遏制减少接触的表现。这一事实从反面告诉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是社会主

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在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坚持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确实符合中国国情、有利有效。

为了应对美国当局的新遏制政策，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在国际舞台上更

高地举起了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旗，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主张大国间不冲突不对抗，更坚决地反

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和干涉别国内政; 在国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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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决心推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系列举措，在改革开放的目的性和方法论、出发点

和落脚点、立足点和自主性，以及党风和社会风气等方面，与改革开放的初心对表对标、校正偏

差，强调绝不能照抄照搬他国的制度模式，不能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评价体系剪裁我国

的实践、衡量我国的发展，同时积极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以更鲜明的态度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三

近来，关于国有企业和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例如，说什么

“要突破公有制、私有制的思想束缚”，“民营经济也是党的重要执政基础”，“政府要从经济中逐

渐退出”，“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要让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成为悬在国企改革头上的一

把刀”，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明确论述。他指出: “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

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

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 ‘社会

主义’这个定语……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 ‘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

上的世界性难题。”① 在国有与民营企业的关系问题上，他反复强调既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又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说国有企业 “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②; “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

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③;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④; 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⑤。两相对照，上述

舆论究竟要表达什么、呼应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

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性质与资本主

义的国有企业根本不同，这在我国宪法第六条中早有明确规定。在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加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对于国营、国有、私营、民营这些

话语的变化，我们确实很有必要深入研究和反思。

当今世界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相比，虽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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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仍处在低潮，

但正如邓小平 1992 年指出的，社会主义的曲折会使 “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

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①。中美贸易战今后无论打出什么结果，美国对中国的新遏制

政策短时间内是不会改变的。这种遏制虽然会给我们造成某些损失，但它阻挡不住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相反，只会起到提高人民觉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结构调

整、壮大中国综合国力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中国共产党人: “革命理想高于天”②，

“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③，“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④。我们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

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⑤，用更加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做好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逐步复苏，为人类

社会的美好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责任编辑: 袁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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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the Current World Structure Zhang Quanjing ( 4)…………………………………………………………

We must first be aware of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world when we engage in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rsists in holding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ct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cau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pushing forwar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or a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ill prove to the world that development towards socialism is

irresistible. The current world is in an era of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and its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s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or rather，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have not changed their plots of“peacefully evolution”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at all. We must，under the

guidan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eries of important comments on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world's general

trend and the trend of our time，be fully aware of the difficulties，correctly estimate the situation，well handle our own

issues，and lose no time in pushing forwar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 social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Current World Structure Zhu Jiamu ( 7)…………

Turning from their initial forms to the ones with mor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especially the propos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ist camp，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promo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ir own economic restructuring，and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king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at an increasingly stronger voice after independence. The rec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once again shown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ocialism rather than

any other doctrine. In integrating into the world economy，China adheres to the dominant role of public ownership with the

co-development of various other forms of ownership，and persists in combining the role of market with that of the

government. This is indeed a beneficial and effective way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and must be maintained

for a long time. We must respond rationally to some recent arguments abou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We should not only fully understand the great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today，but also strengthen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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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 whil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expanding the opening up，so as to better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 Analysis 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and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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