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寻求答案的“时代之问”。20
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变，西方学者提出所谓的“历史终结论”①。但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发展成就证明，历史并未“终结”，社会主义也并没有“崩溃”，反而以一种全新的发展形态呈现在

世人面前，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道路在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同时也深深震撼世界。2020年11月，

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②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

国共产党领导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③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探寻当代中国的

发展进步之“谜”，首先应该从纵向维度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背后的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肖贵清，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车宗
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
度研究”（20ZDA010）阶段性成果。

①“历史终结论”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89年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提出。几年后，福山在这篇
文章的基础上撰写并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在学界引起轰动。

②《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③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

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历史逻辑

肖贵清 车宗凯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一个

一以贯之的过程，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整体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中国道路，主

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对道路探索的坚强领导，在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指明方向，在于中

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既从理论上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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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是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

作为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命题，“中国道路”的历史分期应该从探索中国道路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出发，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作为划分依据与标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道路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

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①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向

社会主义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探

索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贯穿中国道路的逻辑主线。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从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一直延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理解中国

道路的历史逻辑，既需要分别把握中国道路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也需要正确理解不同历史阶段

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是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的逻辑起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而这一起点建立在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

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③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

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前提与基础，这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逻辑起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是从“走俄国人的路”④开始的。列宁领导的

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尤其是俄

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也曾在

俄国革命道路的影响下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但是革命的实践证明，“以城市为中心”的革

命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之下根本走不通。

与俄国不同，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在这样的

社会环境下，中国的中心城市长期被“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占据着；相反，广大的

中国农村地区虽然落后贫穷，但是反革命的力量相对薄弱。因此，中国的广大农村具有建立先进而巩固

的革命根据地的先天条件。⑤1927年 7月 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上山”思想，认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7～118页。
②《求是》2019年第 7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中国模

式”的概念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中这一
表述实际上也为在此之前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权威规范的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表达。

③《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⑤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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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①秋收起义失败后，毛

泽东带领部队走进罗霄山脉，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延安时

期，毛泽东就这一问题解释道：“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

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

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②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辛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相

互支撑，共同构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框架。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没有解决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开展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下篇”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也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得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任务的基本完成。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后，中国共产党人还需要面对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课题。

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接续探索。按照

中国共产党人的设想，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总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

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④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标志着

“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和“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开始。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

务，就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在中国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夺者”必将

被“剥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也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阶段。⑤实现对“剥夺者”的“剥

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暴力方式，即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进行夺取；另一种是和平方式，即通过和平赎买的

手段，逐步剥夺“剥夺者”的私有财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开启了社会主义

革命道路的探索。1953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作了较为完整的表述：“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⑥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对个体农业与手工业采取建

立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是选择和平赎买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进行赎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2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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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3年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通过先集体化、后机械化，采取由低级到

高级的形式，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变分散为集中、从低级到高

级，中国共产党初步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通过走国家资本主义

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下篇”，使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

（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

们去做。这就是困难。”①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恢复被战争严重破

坏的国民经济基础上，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建设工作，为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认识是从反思苏联模式开始的。1956年，

随着三大改造运动的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

这样一个经由民主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展开初步探索，并提

出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1956年 2月至 4月，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 35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对于

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4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

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

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个问

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③针对苏联模式暴露出来的弊端，毛泽东特别强调：“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

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④同年 9月，党的八大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

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开始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

验，加之苏联模式影响，也出现了曲折。但是，这一时期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开创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理论准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基础上的接力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道路探索相互联系、相互承接，“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⑤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总

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坚

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⑤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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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进行了深入

的探索和系统的回答。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中国

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根本前

提就是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②“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则是实现“小康之家”。③

1982年，邓小平指出：“总的来说，我们相信，这条道路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是走

对了。”④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

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飞跃”⑤。

20世纪 9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化、内涵更加丰富。尤其

是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与道路问题有了更为系统深刻的认

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更加明确。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进行了系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⑥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内涵的概括。党的十八

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以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的理论认

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准确判断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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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愿望、新诉求，提出“道路决定命运”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⑩，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发展

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呈现新的

局面、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

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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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④《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页。
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⑧《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页。
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3页。
⑩《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4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47页。
 参见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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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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①纵观十八大以来党

的道路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更将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推向更加广阔的历史纵深。

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是一个相互承接的有机整体。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引领中国人民取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障碍；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探索，引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政治前提，奠定了

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引领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继续

引领中国人民奔向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征程。在探索开辟中国道路的百年历史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并引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并日益走向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探索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呈现

连贯性与整体性特征，而不是相互矛盾、互相对立，更不能由于实践和时代变化以及历史任务的阶段性转

变而用前者否定后者，或者用后者否定前者。只有从整体性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中国道路，才能厘清中国共

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一以贯之和背后的深刻逻辑，读懂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成功“密码”。

二、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中国道路的内在动因

在一百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以“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不断从挫折

中觉醒、从胜利走向胜利。②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完成

了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而

且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实现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中国道路，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对道路探索的坚强领导是根本原因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开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力量。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并

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道路探索的坚强领导一以贯之。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方向性引领。这种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为道路探索确立了坚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即指出：“党

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将建设

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就将完成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作为矢志奋斗的宏伟目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理想献身、冲锋、奋斗。“为中国

①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②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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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①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之中。二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不动摇。中国共产党作

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始终未放弃社会主义方向。正如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

救中国。”②在这一方向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后，又完成社会主义革

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没有动摇过社会主义的方向。1979年邓

小平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四

项基本原则始终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针。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

书记针对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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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方

向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道路探索具有进程的连续性与目标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是一以贯之的接续奋斗。如何完成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

命？中国共产党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进行了科学的谋划。一方面，立足中国国情开展道路探索。近代

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原因就在于“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

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⑤。而中国共产党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

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党内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艰苦斗

争，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命题，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深刻剖析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之上，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

第二次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

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这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道路探索的基本方向。

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遵循着一张蓝图接续奋斗。早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思考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构

想，还只是停留在“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⑦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沿着建设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目标不断前进。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再次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

标。⑧1954年，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⑨并在1964年重新对这一设想作了表述。⑩这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系统认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①《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④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3页。
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1页。
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3页。
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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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的设计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拓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

小平的设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擘画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中叶的三个发展步骤；①1997年党

的十五大在党的十三大“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提出“新三步走”战略，作为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三步”谋划，

形成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②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起

点上，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增加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节点，③在1987年
“三步走”和1997年“新三步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几

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张“中国式的现代化”蓝图的指引下，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以贯

之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④

（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指明方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⑤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既一

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导，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

百年道路探索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断指

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取得胜利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指引着人民

改造世界的行动，⑥是同样适合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

的先进分子就曾围绕救亡图存的主题、围绕如何完成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展开了一系列道路探索和理

论尝试。但是，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地主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其道路探索与理论

尝试都没能成功。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上的基

础，也使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探索有了坚强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从理论与现实的维度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⑦毛泽东也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

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

去”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

相结合，形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和回答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实际问题而形成一系列理论成果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

①《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②《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④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⑥ 参见《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3～42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
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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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

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

界。这些理论成果指导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被实践证明了其科学性，“既坚持了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开展道路探索的经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

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②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

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解决和回答中国的实际问题，

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指导、方向指引、理论支撑。

（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进程中的核心价值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创实现民族复

兴的中国道路，在于其鲜明的人民立场，在于其始终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始终牢牢坚持人民在道路

探索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善于动员和凝聚广泛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立场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

护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

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

会。”③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也谈到，红军“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

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随后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并践

行着这一原则。无论是在革命的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时刻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始

终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

益。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

身决无私利可图。”⑤党的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⑥正是

因为代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革命、建立的政权、推进

的改革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①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5～346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2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
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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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道路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开展革命斗争，并从人民群众当中汲取开展工作的灵感与

经验。毛泽东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

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①确如毛泽东所言，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他就注重到中国广大

的农村中开展社会调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呼声和实际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农村调查成果，既彰显了毛泽东

等中国共产党人“眼睛向下”的深厚情怀，也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确保

自己的道路探索与理论创新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党的七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与工人群众、

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②。在与人民群众建立联系

的过程中，党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艰苦的斗争中凝聚起了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新中国成立

后，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

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③在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正是

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成功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而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

集体学习时谈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

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④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⑤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目的，在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改革的积极性。通过

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就在人民群众当中。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

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⑥历史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中

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民主制度等方式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革

命斗争的积极性；通过“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⑦，从

而团结和凝聚起社会各阶级的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也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成果，善于发现和运用这些成果，

并将这些成果上升为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等

都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探索出的新形式和新办法，党“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⑧。这也

成为中国道路创新的重要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0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6页。
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3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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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他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①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底气。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的参与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紧紧依靠的不竭动力。解读

中国道路的“密码”，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背后的核心价值、深厚情怀。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②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道路至关重要，决定

中国的未来。经过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艰辛探索，21世纪的中国正在这条道路的引领下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推进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新的历史进程，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

实现现代化的新样态。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融入道路探索的每一

个历史阶段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路探索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性质下进行的。以毛泽

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对“两次胜利”和“两

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逐步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掌握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符合近

代中国实际的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并进

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构成了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的“上篇”和“下篇”。毛泽东

指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③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结束，开启了中国迈向现代化新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道路探索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开始

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上，必须经

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才能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针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道路。伴随着新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建构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

义，初步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为改革开放后的道路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于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开创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国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3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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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

政治勇气和强烈的政治担当，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取得脱贫

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进而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

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①

（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时间节点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高度吻

合的。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道

路的探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滋养与思想支撑。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

认为，暴力革命是一种普遍规律。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是列宁等各国

共产主义运动领袖，都没有能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与策略作出具体性的

规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革命道路，成功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问题，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在革命时期的

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还形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等。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但是，和苏联、东

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新中国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采取了和平的、非暴力的手

段，通过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式，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

料所有制的改变，避免了流血与冲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

论。马克思指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

产生。”②由于身处不同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共产党人开始初步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道路不仅成

功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成功阐释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一个什么

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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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

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①《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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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①寻求国

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是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愿望。实现现代化有多种道路选择，但是只有适合

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西方模式，都没能很好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

题。而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中国道路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它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一条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

中国道路的生成土壤是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曾

有过半殖民地的惨痛历史。尽管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取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且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西方二三百年的路程，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伟大成就。

从运行机制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实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势互补；既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又实行必要的集中，实现了民主与集

中的高度统一；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重要作

用；既发挥各民族自治地方充分自主权，又保证国家统一，维护了各民族的团结，呈现显著的优势和特色。

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全新探索。相比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道路在实践中展现出

巨大优势。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遏制了苏联经济社会

发展的活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无法发挥民主的优势；西方模式虽然在政治形式上实现了所谓的民主，

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其“三权分立”、联邦制等政治形式也导致因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中央

与地方之间互相扯皮而效率低下。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的优势，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探讨也愈发热烈，他们从“自

以为是”转向反思，开始批判性自省。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致力于

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的切实努力让国外学界聚焦中国的发展模式。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

后，英国社会学家、“全球化”概念的首倡者之一马丁·阿尔布劳就指出：“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最新部署和举措应该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因为这其中就包含着中国日益强大

起来的‘秘密’。”③一些国外学者也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尤其是在风险和挑

战面前，“中国具有举国体制的优势，一旦调动起来，其力量巨大无比”。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成功

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世界范围内打破了现代化模式“必称西

方”的范式垄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参考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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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ogic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entenary Path of the CPC
Xiao Guiqing, Che Zongkai

Abstract: The CPC's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in the past 100 years runs through four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It is a consistent process with unity, continuity and integrity. The Exploration not only enriches
and develops Marxism in theory, but also provi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another sample of moderniza-
tion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Keywords: the CPC; Chinese path;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historical logic

The Political Economy Logic of the CPC's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Past Century
Ren Baoping

Abstract: The CPC's economic thought is the experience summary and generalization formed in the pro-
cess of usi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solve China's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revolution, con-
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PC has formed a wealth of economic thoughts, and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the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s economic though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ts keynote highlights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its proposal embodies scientific ideas, its goal focuses on public wellbeing, its content forms a
system, and its realm is getting wider and wider.

Keywords: the CPC; economic though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political economy; leadership to reform

The Century Changes and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Economic Policy Discourse of the CPC
Zhou Shaodong

Abstract: Economic policy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cy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PC.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CPC has formed different economic policy discourses in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 con-
struction, and reform. On the basis of deep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
ical economics, the CPC closely combines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with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ively draws lessons from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experience, criticizes and absorbs west-
ern economic theories, and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party'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rocess of "breaking" and "establishing".

Keywords: the CPC; economic policy; discourse system;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rom Thought to Life: A Century of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Zang Fengyu, Zhu Mei

Abstract: The hundred year course of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ows the power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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