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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

刘 仓

摘 要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指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的坚守、肯定和未来的信心。“四个自信”关系，以“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关系为本体，

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可然、应然、必然的辩证统一。其中道路自信是主体，理论自信是核

心，制度自信是骨架，文化自信是根基。“四个自信”的完整提出，形成了中国社会形态自信

的基本格局，集中于对伟大政党、伟大民族、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自信。“四个自信”回答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样的方向继续前进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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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当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容和根本成

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下简称“四个自信”)，是指对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的坚守、肯定和未来的信心。“四个自信”关系，以“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关系为本体，是中国

社会历史发展的可然、应然、必然的辩证统一，是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前途的精神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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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路自信是“四个自信”的主体

党的十八大明确阐述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发挥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又不断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既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又逐步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道路既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照搬西方发展模式，

而是中国人民独创的人间正道，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

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道路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发展道路组成，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中国道路，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

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体现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反映中华文化底蕴和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作为社会形态整体概念，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坚持道路自信，包含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从历史进程来说，中国道路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走什么路，

是考验中国在重大历史节点的关键问题。当代中国道路，是从 5000 多年文明历史、500 多年的社会

主义史、170 多年的中国近代史、90 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60 多年的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

史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过程，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形成和完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过程。中国道路、理

论、制度、文化是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和历史成就，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 500 多年历史的社会主

义在中国成功开辟出可行性的正确道路;使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

天动地的发展奇迹，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生机。坚定对中国道路的

自信，源于它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开拓的前所未有之新路;是

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和选择的沧桑正道;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坚定道路自信，是坚守独立自主、回应各种错误干扰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在两种社会制度竞

争共存的背景下，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经济、科技、军事、信息等优势，

西化分化中国，搞“和平演变”，妄图颠覆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些人鼓吹在经济上搞私有

化、市场化、自由化;在政治上搞宪政民主、儒家宪政或者儒家社会主义宪政;在思想文化上宣扬普世

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这些论调的实质或者后果，是改变党的领导和四项基本原则，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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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变国家性质和社会制度性质，倒退到资本主义，使中国沦为西方发达国家

的附庸。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

旧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走停滞不前的死路。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欧美国家复苏乏力，拉美国家仿效新自由主义教训惨痛，南欧国家民主

社会主义陷入困境，发展中国家民主浪潮消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事实

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制度的道路，

为世界文明增添独特的价值，说明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并非人类唯一归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参照。国际上关注中国道路、研究中国模式、探讨中国

智慧、学习中国经验，正是风生水起。坚定道路自信，而不是左顾右盼、逡巡不前，才能行稳致远。

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引导中国道路的选择。中国道路的选择和开创，在于以执政党的理论指导

社会实践。有什么样的执政党理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理论是中国

道路的行动指南和思想基础，中国道路是中国理论的实践路径和社会载体。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必然

包含对中国理论的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辩证统一。

中国道路的选择，也是中国社会制度的选择。社会形态以社会制度为基本结构。道路的选择和

发展，以一定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发展为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党领导民

主革命胜利的政治成果，是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政治规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制

度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的结果。中

国制度是中国道路延伸的政治保障;中国道路是中国制度发展完善的社会载体。中国道路与中国制

度、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发展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习近平指出:“独特

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①中华文

化是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中国道路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延续和发展成果，并赋予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涵义。道路自信，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的

精神支柱。

中国道路的选择，有理论引导，有制度制约，有文化传承。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

文化，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推动整个社会全面

发展全面进步。中国道路包含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道路自信是“四个自信”

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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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自信是“四个自信”的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信，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逻辑地包含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执政党的

指导思想，是在国家和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确立社会发展方向、规划社会形态性质、构建社

会结构、引领社会发展道路的行动指南，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回答主要问题、完成主要任务的思

想武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内在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理论自信，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正确性。所谓科学性，在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大趋势。所谓革命性，在

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学说。所谓正确性，它

能够解决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能够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能够解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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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根本问题;能够

根据世界大势和中国发展方向，引领中国道路，推动社会进步，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引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坚定理论自信，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各种挑战的回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

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背景下，唱衰中国的论调从未中

断，各种“中国崩溃论”层出不穷。国内有人也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无用论”。有

人认为，中国的成功不是社会主义成功，而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中国道路不是社会主义，是“资本社

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主义”;宣称不是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是资本主义拯救中国。

还有人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有人主张打出“社会主义旗帜”，去掉“中国特色”。这

些论调的政治结果，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旗帜和理论改变了，那道路、制度、文化也

会改变。坚定理论自信，就是要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的真理，保持政治定力和理论定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中国理论是执政党创建和发展中国制度的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也是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

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创建和发展的。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根据工人代

表大会制度，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原理，经过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建立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骨架，反映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

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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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

会主义了。”①中国理论是中国制度的指导思想，中国制度是中国理论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坚

定理论自信和坚定制度自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中国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决定中国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近代以来，哪种

思想、主义能够解决两大历史主题，这种思想、主义就可能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奉行这种思想、主

义的阶级及其政党，就可能居于国家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开花结果，根本原因在

于它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解决中国问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实践

相结合，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方案、新理论、新文化。中国理论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

的核心和灵魂。中华文化是中国理论的思想土壤，中国理论是中国文化的科学武器。对中国理论的

自信，包含对中华的自信。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的逻辑延伸，理论自信反映文化自信的品质性格。

马克思主义没有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而是吸收了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结晶。马克思主义

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占领理论制高点，才能占领文明制高点。文化自信的理论勇气，在于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目标、社会生活、天人关

系、人文追求、价值取向、唯物论和辩证法等方面，都具有相契合、共通性，二者结合具有和实生物的

创新性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指明新

方向，开辟新道路，创设新制度，创造新思想新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文化创新成果，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内容，后者是

前者的目标导向。没有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如空中楼阁;没有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也难以生根发芽。

三、制度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骨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组成。中国制度是中国社会

发展道路的结构框架，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反映。中国制度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人类社

会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占据制度文明制高点。

对中国制度的自信来源于它是先进阶级创造的、以先进科学理论指导的、反映先进社会形态的

制度体系，是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政治保障。制度自信，还来源于它相较于其他阶级社会制度的比较

优势。中国制度既能体现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又能发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的组织优势;既能发挥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优势，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优势;既能发挥社会主义和

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优势，又包含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优势;既能发挥中国梦、核心价值观

等凝神聚力的优势，又能发挥自由发展、追逐个人梦想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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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自信是对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回应。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存在否定中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声音。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有人攻击改革开放是改

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有人用改革开放前的制度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制度;或者用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否

定改革开放前的制度。还有人攻击中国是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共产党集权制度。这些论调的根本

错误，在于没有认识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当代中国社会制度还存在不完

善、不健全的地方，还存有旧社会中遗传来的腐朽因素，这并不是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东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尽善尽美、成熟定型。党的十九大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定制度自

信，才能“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

探索和开创中国道路，与创设和完善中国制度是统一的过程。任何政治制度的创设，都反映一

定阶级的利益、意志、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中国社会制度安排和发展完善，是代表人民群众以及其

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意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社会制度是为实现某种理想和

目标的强制性、规范性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规定国家和社会的性质，体现

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发挥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全国人民有相同的根本

利益，是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执政党把共同理想信念、根本利益、

精神旗帜、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等，通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作为全

社会的强制性规范。对中国制度的自信，反映执政党对自身执政理念和对人民团结奋斗的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提升文化自信的制度依托。制度的生命力和公信力，在于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人民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追求。制度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于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制度的执行力和影响力，在于人民群众的尊重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人民当家

做主的民主要求，也反映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导向，展现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能量。对中国制

度的自信，包含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自信。

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形成，都体现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

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中国制度，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

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并借鉴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

的优秀成果，创造出适合中国特色、代表社会发展趋势、体现人民当家做主、蕴涵先进文化的制度安

排。中国制度寄寓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社会理念、目标要求、思想心理、精神品质等因素。

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

伟大创造，是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包含对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实践证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习近平指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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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源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人民利益意愿、汲取世界文明精华、植根中

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代表时代发展要求，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和自由经济模式，反映出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的独特贡献，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信，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制度自信，包含理论自信的精神颜色、道路自

信的实践本色、文化自信的价值底色。

四、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当代中国安身立命的精神根脉，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

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先进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政党对自身文化历史、价值、实践、前途的高度认同。文化自信，是

党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文化与社会、中国和外国多维度相结合提出的精神旗帜，具有悠久的

文明根基、自强的民族骨气、科学的理论勇气、进步的历史底气和引领世界的时代志气。文化自信是

对当代中国历史成就的总结回答。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根基。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各种思想文化，是

“根本”和“灵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② 中华优秀文化博

大精深，当代中国社会的理想追求、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治国理政、生态理念、哲学思维等精华，都可

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根源。中华优秀文化承载着对中国梦的目标追求，是中国道路、当代中国先进

文化的血脉。中华优秀文化蕴涵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是涵养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是弘扬中华

美德的历史借鉴，是培养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时代新人的教科书和丰富营养。习近平指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③

思想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是中国道路、理论、

制度等对象的话语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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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物质载体、理论指南和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来源、思想根源和价值导向。

“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①文化自信是

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逻辑结果和话语延伸。

文化自信是各种思想激荡和交锋中稳坐钓鱼台的内在定力。当今社会，社会结构多元化，经济

利益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带来思想理论、价值观念、性格旨趣多样化，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核心价值体系、社会道德规范等带来挑战和消解。有人宣扬中华文化复归儒家文化，主张定儒教为

国教。有人质疑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区别。有人借口封建遗风存在，就

全盘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些论断，忽视文化性质和中国社会形态的关系，客观上

会否定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延续，消解中国制度的价值取向，干扰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

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增强文化

自信，坚定“四个自信”的辩证统一，保持政治定力和文化定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澄清迷乱，辩证错乱，治理混乱，明辨是非，廓清方向，指明道路;才能发展先进文

化，支持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整合社会文化生态，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

精神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习近平指

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

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的力量，在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和自立的基础和标志。共同的文化

是民族生存和自立、自主、自觉、自信、自强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习近平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

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③五千年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壮大历史，

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凝神聚力、自强不息的灵魂。

说文化自信是更深沉的力量，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党、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精神支

柱。民族自主、国家独立、政党自立自强，其中基本要素，是在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精神意志、性格品

质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如果照搬照抄别国的道路模式，那么，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独

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国家就会迷失方向，也就难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文化安全。习近平指出: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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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全面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①

说文化自信是更持久的力量，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明新辉煌的精神引领。文化

自信反映政党和人民的价值取向，折射对一定社会历史的判断标准，反映对社会实践、道路、制度、理

论、文化的价值取舍，包含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设计、选择和建筑。正如习近平所说: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

信。”②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从整个社会结构和

中华文明传承来看，文化自信是更持久的力量。

五、结语:“四个自信”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

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践载体和社会形态，理论是核心要义和行动指南，制度是政治保障

和建筑框架，文化是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把成功的实践经验提升为理论，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

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规范为党和国家制度;把完善道路、理论和制度过程中的价值理念，凝

结为文化;以核心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引领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在于在实现途

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价值理念上的内在关系，四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

互印证、相得益彰，共同体现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如果

把“四个自信”比喻为机体，那么，道路自信是躯体，理论自信是大脑和神经系统，制度自信是骨骼，文

化自信是血脉。

“四个自信”是对中国历史成就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高

度肯定，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郑重宣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必须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的完整提出，形成了中国社会形态自信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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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对整个社会大厦的蓝图构想、建筑工程、物质材料、设计理念等方面的自信。伴随“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进程，中华民族将增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各方面的自信，集中于对伟大政

党、伟大民族、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自信。

站在广袤中华大地，吮吸深厚文化营养，开拓人间沧桑正道，掌握人类科学真理，构建先进社会

制度，创造世界瞩目成就，中国人民应该自觉自立自主自信自强。习近平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①“四个自信”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结果，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引领。“四个自信”的提出，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

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样的方向继续前进的时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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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trinsic Logic“Four Confidences”

Liu Cang
Abstract:Ｒoad Confidence，Theoretical Confidence，Institution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refer to adherence，affirmation and confidence of China＇s roads，theories，systems，and culture in the fu-

ture． The relationship of“Four Confidence”，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road，theory，sys-

tem，and culture”，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nature，necessary and necessa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

nese social history． Ｒoad self － confidence is the main body，theoretical self － confidence is the core，insti-

tutional self － confidence is the skeleton，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s the foundation． The complete proposal

of“four confidences”constitutes the basic pattern of self － confidence of China＇s social form，and concen-

trate on the self － reliance on great political party，great nations，great country，and great people． “Four

Confidence”answers the issue of the era of what kind of flag，what path to take，what kind of state of

mind，in what direction to continue to advance．

Key word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ur Confident”;intrinsic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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