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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   李捷  
 

  中国梦需要脚踏实地去实现，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途径；中国梦需要高瞻远

瞩来把握，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中国

梦需要鸿篇巨制相支撑，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这就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 
  坚定道路自信，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中国近代以来求独立、求解放、求发展、求富强的必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

靠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先后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

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

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三次历史性转变前后贯通，是中国共产党

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

革。三次历史性转变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就蕴含在中国近代以来

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中。 
  坚定道路自信，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

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

活力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

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定道路自信，还必须坚信无论是照搬西方发展道

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都不能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问题；坚信无论前进路上还会遇到怎

样的艰难险阻，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一定会实现。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坚定理论自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科学理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主义。中国近代以来，差不多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理论、

学说、主义都在中华大地上尝试过，但都没有成功，也没有在中华大地上真正扎下根来。历史反

复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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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

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为指导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

次历史性飞跃，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只有

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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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同形形色色的错

误思潮划清界限。西方的那套理论，新自由主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罢，既不符合中国国情，

也不反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为当代中国指出科学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

向。同样地，那种封闭僵化的观念，既不能紧跟时代发展变化，也远远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实践，也不可能为当代中国指出科学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终成为现实。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理论自信。 
  坚定制度自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动摇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制度，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当而完备的制度，是人类

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既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所决

定，也是由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所决定。如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选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

出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坚定制度自信，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始终坚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坚定制度自信，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

极性为目标，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既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又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坚定不移地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坚定制度自信，必须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巩固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主张的

能力。只有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才会彰显生命力。只有始终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会保持旺盛活力。只有始

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才会充满希望。只有始终坚

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才能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只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科学发展中再创一个个中国奇迹。我

们必须有这样的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根源于理论的彻底、坚定、清醒、自觉。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切实增强理论学习、宣传、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利

益多样、思想多样的今天，意义尤为重大，任务尤为繁重。历史经验表明，理论一旦掌握群众，

就会化为推动实践的强大力量。作为理论工作者，要自觉肩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通过切实转作

风、正学风、改文风的实际成效，坚定全党全社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