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人民的领

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努力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国后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

会主义核心观，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不断

追求新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追求逐渐明朗和完善。

一、建国后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凝结为追
求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的核心价值

建国以后追求国家富强、政治民主成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追求目

标。1956年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要体现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要走强国之路。在探索富

强的道路上，毛泽东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

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

国而奋斗”。[1]根据建国后我国的实际情况，没有完

全照搬前苏联的发展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工

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1957年，毛泽东对现

代化的目标更加具体了。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

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努力探索中国发展的强国

之路，追求国家富强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

在民主目标的探索上，中国人民始终在摸索真

正的适应中国发展的民主政治。三年改造完成之

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真正建立起

来，之后，作了政治制度方面的努力探索，中国共产

党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作了很有创造性的探索。

中国民主政治既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也不模仿前苏

联的一党制，而是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的友好真

诚合作的模式，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

针。在保障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方面，建立了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为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和繁荣，

对待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

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独立处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

自治权利。

富强、民主是我们国家建国后核心价值追求，

在探索中取得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成果，毛泽东思想

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从政治、经济两大主要方面辩证地阐述了十

大关系。其中基本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适

合中国的国情，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充分调动国

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

探索中国民主发展道路上，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就

是在人民内部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

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

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

上的宗派主义。”[2]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

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

得解决，从而得到新的团结。他在《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指出了民主和集中、纪律和

自由、统一意志和心情舒畅要达到有机统一。可以

这样说，没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富强、民主、文

明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后确定的主题也不会那么

明确和坚定。

二、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核心价值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

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强国之路，是以邓小

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正反思考得出的结论，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社会主义从历史的发展的规律来看，应该比资本主

义制度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正反思考提出了政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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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建国以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仍然处在

贫穷落后的阶段，如何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着手思考。“社会主义不是

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是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

义制度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是否优越

资本主义关键要看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和社会民

主发展程度。在1978年，邓小平就是从社会主义相

比资本主义制度要体现更加优越的一面来社会主

义制度的先进性，主要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长人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转移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全会确定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突出强调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点，成为探索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一个新的起点。

从中国改革开放后要走的道路思考。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明确

和坚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了深

入的思考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

华民族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实际再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的一条伟大的道路，这条道路最终就是要把正在

苏醒的中国引向一个富裕强大、自由民主的社会主

义文明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重视物质文明

建设又要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是邓小平同志反复

强调的观点。他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

建设中就是一个统一体。这个文明落实到每一位

中国公民的身上就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及实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手段思考。实现国家富强、民主必须要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

国决定走改革开放之路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经历

二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取得了丰

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其高度集中体现。邓小平理论是这一文明成果的

高度凝结，核心思想就是中国要走改革开放之路，

在坚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勇敢探索中国富强、

民主、文明、平等、法治及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的实

践途径。

（二）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思考探索核心价值的

理论创新

在探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进程中，对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

求。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的竞争环境，中国共产

党要不断改善党、发展党，具有探索核心价值的理

论创新的水平和能力。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时说

过：“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

东西。”[4]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课

题，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智慧来源于实践、来

源于群众、来源于社会。

正是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环境和国内形势需要

中国共产党要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思想，中

国共产党提出了创建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社会文

明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需要具有适应时代的创新思

想、创新水平、创新能力。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

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就在于中华民族坚持不懈

的创新精神和品质，近代中国逐渐衰落以致沦陷为

西方殖民地，也在于封建统治者沉湎于泱泱大国之

梦，不思进取。新的时代呼唤着中国共产党需要有

个崭新的面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展现为经济

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更加清晰地表达了追

求核心价值的内容。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位

一体”到政治、经济、社会文明“三位一体”发展和丰

富了核心价值追求的新的内涵。

（三）从社会的和谐发展价值的需要提炼出文化和

生态文明

国家、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追求的目标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适合中国国情独立开创的一条发展道路，它同样是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更高更文明的阶段，在

发展中需要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需要在

发展中逐渐探索出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

间和谐发展规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文化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应运而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

放，仍然回避不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基本矛盾和主

要矛盾。当这个矛盾交织在一起冲突到一定程度

时，大自然、社会和人就会彼此产生反作用力，导致

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从我们国家当

前来看，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在进

行激烈的变革，必然要引起社会方方面面的激烈变

化，表现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和东西发展很不平

衡，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受到侵蚀和破坏的势头难

以得到遏制，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风尚如诚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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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乐于奉献等受到很大冲击，个人利己主义、享乐

主义、拜金主义严重冲击社会主流价值观顺利推

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出科学

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社会主义建设初

期，毛泽东把探索社会和谐作为中国共产党不懈奋

斗的目标。这就要求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进程中要科学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的矛盾，需要重视文化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两位一体”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经济富强、政治民

主、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思想起逐渐发展到党的

十八大拓展为包括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在内的“五

位一体”更为科学的社会发展思想。从党的十六大

到十八大逐渐提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价值坐

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从中凝结成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涵，铸就了文化之魂。文

化文明和生态文明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当代中华民

族追求的核心价值，为中华民族崛起凝结了一股新的

力量，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的目标。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核心价值

观发挥着凝聚人心、统一灵魂和统一力量的号召力

的作用。思想决定着行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历史进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主流价值。中国这头正在走向游戏池

塘的大象一步一步地接近和展望中华民族复兴的

最高目标，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优越性也在

向全世界人民展现，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会继续奋

发向上为人类社会向更高一阶段发展做出理论和

实践上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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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Core Valu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I Hao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of Liuzhou Teachers College, Liuzhou, Guangxi 545004)

Abstrac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core value is continuously condensed out around the national

prosperity, democracy, civilization and harmony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has two periods of construction, the core theme of

value i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ode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stage, the establishing a stable new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a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cond stage.

Key words: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re value of soc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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