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

建党百年华诞。重温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

“四史”，我们不能不深刻感受到，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能找到一条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是多么的不容

易。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今天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这条道

路，坚定道路自信，在已经开启的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奋发有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

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能找到这样一

条道路，首先反映了独立自主的精

神。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则，也是

我们国家立国的重要原则。对一个国

家尤其是一个大国来说，依附别人、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实现不了现

代化的，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思想破冰引领社会变革。如果把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到改

革开放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看作一个完整的历史，就会很清楚地

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历了

由国家整合资源、重工业优先的工业

化阶段，再到以市场经济体制充分释

放社会经济活力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是某个人的个人意志

决定的。一个经历过战争摧残的落后

的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就必然要

采取重工业优先方针。正如新中国成

立初期担任过重工业部钢铁局副局长

的袁宝华在回忆录里所说，没有燃料

工业的发展，不能给国民经济提供动

栏目主编：张琴琴 qinqin-zhang@sgcc.com.cn
专栏Column

力；没有原材料工业发展，不能使国

民经济摆脱无米之炊的状况；没有机

械工业发展，不能为国民经济各个部

门的发展提供技术装备。

落后的农业国，无论资金、技术

还是人才都是稀缺的。重工业优先方

针的落实也得依靠政治制度的特殊优

势，即共产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

力，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

事，采取高积累机制，集中配置资

源。中国能够拥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

业体系框架，与前30年的工业化成就

是密不可分的。

正如研究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现代

化历史的学者所发现的，中国政治制

度为特定目的而动员技术和资源的能

力，在现代化后起国家中是难得见到

的，所以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应

最关键的还是要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重温中国道路的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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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党领导下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仍旧保

留了下来。

正如邓小平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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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

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

本结论，是历经艰难曲折、付出巨大

牺牲后得来的。没有这条道路，就没

有人民的全面小康生活，民营经济就

发展不起来，国有经济也不会像今天

这样强。这条道路，让我们彻底摆脱

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已经开启的时候，再理解这

样一条道路，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激发经济活力还

是得靠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要

应对重大风险，要在某些后发领域实

现赶超，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动员和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不可或缺，仍

将发挥巨大作用。欧美一些国家之所

以忌惮中国的竞争力，很大一个原因

也是中国具有这两手硬本事，既能发

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具有集中动员

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走出了正

确道路，是中国过去取得成就的根本

原因。今天，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肯定还有

很多陌生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最关

键的还是要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

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

当归功于共产党和国家为特定目标的

实现而对技术和资源所进行的审慎而

有计划的动员。

其 实 ， 在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建 立 之

初，我国就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弊端，

并且明确提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第

一次结合探索出了与苏联不同的、农

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第二次结合

是要找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正确道路。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暴露得更加充

分，体制本身出现了僵化，但更迫切

的问题体现在民生方面。农民普遍贫

困，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城市居

民收入停滞、物资短缺，就业门路缺

乏。用当时领导人的话说，很多问题

具有“爆炸性”，也就是说社会危机

已经在酝酿之中。

但要改革并不容易，因为存在观

念的禁区。我们今天讲，世界上没有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

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强调这一

点是因为我们自己也被所谓的模式禁

锢过思想、束缚过活力。袁宝华回忆

说，1978年11月去日本考察回来后，

经济代表团向中央汇报时“斗胆”提

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展商品

经济”的观点。代表团当时的顾虑是

很大的，因为“商品”这个词本身就

很忌讳，于是，又特别强调了两个界

限：一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二是

货币不能成为资本。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计

划和市场不再是区分姓社还是姓资

的标准。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

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成为历史，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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