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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现实关切，永不停息

地推动制度内部的矛盾运动，在“守正”基础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性变革和创新性发展。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置于人类社会制度形态的演进中进行宏观考察，深入探究其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逻

辑理路，不仅可以解锁“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而且可以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运作机理，从而为在

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保证。

一、在人类社会制度形态的演进中生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呈显，内蕴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发展谱系之中，

是制度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矛盾运动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与时俱进的

发展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现阶段国家制度中的生动体现，镌刻着鲜明的中国印记和时代印记。

（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人类社会经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时代，其发展演进具有内在规律性，表现为自然的、历史的过程。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探究人类社会制度的生成与演进提供了科学理论指

导。其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促使社会制度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与发展的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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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 1 。正是在人类物质生产

实践、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在头脑中逐步产生了相应的规则和秩序意识的萌芽。社会制度作为对人的行为

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调节和规约的外在规范，最初通过风俗习惯等形式表征出来，之后道德、法律逐渐

成为重要的制度载体。从根本上说，一定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总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

分工水平和社会关系状况相适应。其二，任何社会制度都处在生成、发展、演变、更替的历史序列之中，呈现

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

盾。” 2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阶级斗争则为社会制度变迁提供

了直接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代表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借助阶级斗争推动

形成新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本阶级利益的制度形式。其三，基于大历史观视域，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

会形态（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切入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

势，论证了“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是形成没有阶级对立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形态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还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实实在在发挥着改造世界的强大

功用。首先，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在具体的

实践探索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举措” 3 。比如，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苏维埃制度的政体，实

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斗争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

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

立、发展和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由一国到多国的飞跃。二战结束后，先后有一批国

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但囿于复杂的国际环境、缺少实践经验等多重原因，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体上沿用了苏联模式。但制度运行需要特定的现实环境作为基础，具体国情不同、制度运行效能也会产生

较大差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简单复制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水土不服”，也为后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埋下了隐患。最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源头，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根”和“灵魂”，在我国的实践形态和呈现方式不断深化拓展。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

了有益探索，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国体、政体及政党制度，但在经济制度及体制机制方面仍未完全走出苏

联模式的窠臼，与生产力不相符合的生产关系严重抑制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面对生产生活困境与

体制机制弊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与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具体而言：其一，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体现为中国在当下发展阶段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制度体系，

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形态，集中反映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时间节点的基

本国情和发展特征。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生性演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明特质。它在与时代呼

应、与实践结合中不断丰富完善，逐步发展为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科学管用的制度体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括为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在内的制度

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阐释和说明，提出要“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4 。从整体性视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3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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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演进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为四梁八柱的逻辑架

构。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具有系统性、协同性的内在特征。从纵向维度看，它是由多层次制度构

成的逻辑统一体，不同层次的制度所处的位置不同，发挥的具体功能也不同。根本制度处于统领地位，统摄

并规定着体系中的其它制度；基本制度是对社会性质和制度特征的具体诠释，是根本制度的进一步彰显，是

处于基础性、奠基性地位的核心制度；重要制度反映并体现着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由二者生发、扩展而来，

在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具体制度主要表现为各种体制机制，它是具象化、细节性的规定，延伸到

各领域、深入到各层次、触及到各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和规范作用。各种制度之间相互联系、

内在贯通，构成一个交互耦合的有机整体。党的二十大对高质量推进、系统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

系进行了战略部署，为进一步彰显其制度优势并顺利实现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实践中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

壤中生长起来的”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本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发展并日趋完善。

（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与不同国家的国情

结合的具体样态不可能完全相同。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舶来品，只有紧紧扎根于本民族的土

壤之中，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本土化、时代化，才能生根发芽、深入人心。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

的具体实现形式需要符合民族特性。中国具有不同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国情，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基础上，经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以一种非常规的

方式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社会形态的自然演进被迫中断。由于我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

物质文化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加之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民族特性等要

素，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实践需

要决定了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命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

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统一战线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以及中华苏维埃制

度等理论与实践成果。随着苏联模式弊端日益显露，党中央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应该只有一

种，坚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在坚持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胆探索，为后来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要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极具说服力的衡量指数。如果不注

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

灰复燃” 2 。一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

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行了彻底改造，用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代替了“无政府状态”，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

了制度支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观点，是映射其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一面镜子。党的八大

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概括，但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

重新界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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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间段

内，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始终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因素。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正确制定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遵循。另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7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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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维度。改革开放前，中国在经济制度方面大体呈

现为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在特定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严重

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创新创造活力。对此，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逐

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 。由于原有经济体制忽视了现实的生产力状况，“被超前”的生产关

系非但没有促进反而严重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果断提出了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目

标，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奠定了物质根基。

（三）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共识

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比较和认真鉴别做出

的郑重抉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首先，从价值目标的维度来看，社会

主义制度始终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社会主义不是为了少数人致富，多数

人受剥削，而是由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并优越于

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内涵。其次，从发展成就的维度来看，发展社会主

义制度能够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 2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再次，从制度安排的维度来看，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国体、政

体还是各项具体制度，都致力于通过更有效、更完善、更科学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后，从价值立

场的维度来看，人民立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个人私利，“从

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3 。从价值目标、发展成就、制度安排、价值

立场等方面展现出来的人民特质，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众共识，有效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三、在对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中生成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相互交织、内在耦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又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制度文明，是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制度体系。

（一）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辩证性扬弃

制度作为行为规范形态及社会发展形式，成为社会架构的基础，既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也属于历史哲学范

畴。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古代先贤和政治家已然对制度进行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为当下的治国理

政提供镜鉴与启示。首先，在社会制度的组织架构方面，中国传统社会高度重视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和社会

关系网络的整体性建构。“个人是在‘差序格局’或者说是‘焦点—场域’中得以定位的” 4 。在中国传统社会

里，个人紧紧嵌置于家庭、家族以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中。当时土地是最主要的谋生手段，由于土地是搬不动

的，人们只能将自己束缚在某一特定空间，世世代代过着安土重迁的生活。这种小农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差

的状况，推动形成了亲人或熟人聚居的村落共同体。其次，在国家治理体制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呈现为以

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德治模式。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有序、父权家长制等基本特征，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

理模式，即主要靠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道德、礼俗、村规族约来治理社会，形成了以德治天下的传统。儒家伦

理是一种“和谐的模式”，而不同于西方新教伦理的“竞争的模式” 5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伦理对于协调

利益关系、增进群体和谐、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中国传统社会

制度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既取其精华又弃其糟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的原则，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厚重醇香的历史发展中汲取智慧和经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2页。

4  郑飞：《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2页。

5 ［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高专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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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深厚历史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制度自信的重要源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智慧和制

度体制精华，为中国共产党创新国家治理、推进制度革新提供了丰厚滋养。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文明的批判性吸收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制度演进历程中一个特定的阶段，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在“两个大

局”交织叠加、各种风险挑战急剧骤增的时代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发展状况将会持续存在并呈现出复杂态

势。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力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批判性吸收中实现弯道超车。第一，资本主义与社会

主义两种制度在斗争中共存，在互鉴中发展。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当今世界仍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由资本

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周期，中国等不发达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绝

大多数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将在较长时间

内存在。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不具有世代存续的永恒性，其内在矛盾运动决定了其被更高级制度文明

取代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形态，创造了相当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资

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空前尖锐并达到量变向质变转化的“临界点”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从

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客观规律来看，作为一种非道义的、充满对抗和剥削的制度类型，资本主

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这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批判性地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级、更先进的制

度形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超越升华而非全盘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批判性与建构性的辩

证统一，在发展进程中充分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在两种制度文明的交流碰撞中生发、演进。譬

如，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

基底色、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体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激活了社会生产力，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批判性吸收、创造性转化的生动体现。

（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果的选择性借鉴

十月革命后，俄国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首先，以列宁为首的

布尔什维克党人着力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形式，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提出了政治制度改革的设想，为

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和经验借鉴。此外，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长期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以高度集中为突出表征的苏联模式，并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

次，中国在吸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果的基础上使之呈现为一定的“民族形式”。列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

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民主集中制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

其从党内扩展至国家政权层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必须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

要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布局，探索形成了党

的代表大会制度、集体领导制度、监督制度等在内的制度体系。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提高制度效能

中彰显自身独特优势。制度效能是衡量制度优越性的关键指数。从纵深的历史视野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

历史发展进程中因缺乏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变革的内生动力，致使出现体制机制僵化、治理效能低下等

发展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持续更新、动态发展的强大内驱力，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制度因党派

恶性竞争导致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低效弊端，有效降低了因制度空转、政治分化造成的社会撕裂风险，

彰显出凝聚价值共识、防范化解风险的强大制度韧性，有助于将社会制度优势最大程度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

四、接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

1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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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1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以“守

正”为基石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制度探索进程，成功开创并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艰辛探索与奠基之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一

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艰辛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积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发展国民

经济的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制度探索，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安排。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政治制度，而是

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大胆创新。比如通过《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体系的主体架构。“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确立，从经济基础上确认了社会主义的根

本性质；在文化领域，以“双为”“双百”“双用”原则为指导构建的文化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制度根基；在社会领域，初步构建了覆盖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分配、社会保

障、社会管理等领域的具体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探索，为确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基赋能。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这是两个既相互区

别又紧密联系的历史时期，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互相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是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

建设的重要阶段，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建设经验，取得了影响深远的辉煌成就。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思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

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奠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并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其生成、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它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续写中初步成型、逐

步完善，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一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制度改革

作为重要抓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

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2 ，着力恢复并完善诸多制度，从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

系统化的制度改革。这一时期，“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性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确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二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确立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接续推进经济领域的制度建设及体制机制改革进程。在政治领

域，提出积极稳妥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党的建设伟大

工程等具体举措。三是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明

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概念。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

系进行了科学解读，明确指出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

制度体系” 4 ，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形成与确立。在此基础上，各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改革迈出

新步伐，如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代逐步走向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更新的强大内生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逐步趋向成

熟。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则。制度改革并非制度转向，

我们改革的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各领域的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在改革的方向上一定要保持清醒头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77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3  阎树群：《邓小平改革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载于《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1期。

4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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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要有主张、有定力、有魄力；必须保持“志不改、道不变”的战略定力，始终坚持改革

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之“新”，通过破立并举的改革举措，积极构建顺应时代潮流、满足现实需要、回应人民关切的制度体

系。党的二十大为全面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进行了战略擎画，强调要着力推进“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制度

在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硬核”作用。另一方面，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着力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愈加完善。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制度领域的顶层设计，全方位推进制度建设，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愈加成熟。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制度建设目标，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以及“三步走”的制度构建战略，新时代

我国制度建设的时间表和规划图逐步清晰。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强化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征，推动“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

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1 。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与势”“破与立”的统筹把握中生发演进。在新时代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需要精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与发展的逻辑机理

及内在规律，进一步激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效力和生命力。在接续推进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中国

共产党人将持续以制度建设为重要抓手，锚定成熟定型、科学管用、系统高效的制度建构目标，秉持系统观

念和整体思维细化、优化、实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聚焦改革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方面重点发力，以破解

深层次障碍、强化制度间协同、推进一体化建设等环节为关键突破口，在完善体制机制、畅通制度运行、提升

制度执行力中持续彰显、不断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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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ogical Reasoning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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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in order to better leverage 
the inst itut 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 ics,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logic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sic 
form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a profou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 ope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 gr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a far-reaching future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better adhere to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 ics. From a holist ic perspective,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 ics has 
been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s institutional form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e absorption and reference to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human 
inst itut ional civil izat ion, and the self-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llows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change and invariance", and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weaving and 
internal coupling of endogenous evolu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ystem.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nstantly maturing an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 inalized,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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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