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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鸦片战争开始，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力图探索出一条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一理想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始终。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义和团运动，中华儿女始终在苦苦探索着。
辛亥革命结束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近代中国革命进步打开了新的一页，但很快又陷入军阀混
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创造了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3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申全会为标志启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
度得到巩固和完善的伟大革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探索了一条真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
裕的伟大道路。
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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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上下）》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全面回
顾了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记录了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展示了30年来中国社会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宣传了30年改革开放成就和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和
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生动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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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括地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主要取得了
以下几方面理论成果。
第一，在政治上，提出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的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也
提出了正确的政策主张。
第二，在经济上，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用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把中
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提出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以及正确处理农
轻重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原则；提出了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
思想。
第三，在文化上，提出以马列主义作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文
化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确认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继承祖国优
秀的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第四，在外交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
界和平，支持一切人类进步事业；主张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交流。
第五，在党的建设上，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重视执政党建设，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
众的联系。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总体上缺乏对苏联模式根本弊端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一些重要设想的全面理解，更不懂得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采取符合
中国实际而不同于苏联实践、也不同于马克思等人设想的方针政策，加上机械搬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
部分成功经验，上述正确思想没有能够全部坚持下去，有的后来在实践中完全走向了反面。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以下重要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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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
泛关注。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
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
重大战略思想，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阐释。
但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所作的研究，还比较少。
已有的少数成果，也大多集中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或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脉络的描述和勾画上，很
少有著作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方位、产生、发展及其经验等问
题，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历史研究。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方法。
全书分为四编。
第一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主要记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出的努力。
1956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恰在此时，相继发生的苏共二十大、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暴露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
的严重问题。
在此背景下，为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长达20年的
艰辛探索。
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探索没有成功，但毕竟提出了很多正确的观点，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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