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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究 DANGDESHIJIUJIESIZHONGQUANHUIJINGSHENZHUANTIYANJIU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

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

中体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

面的显著优势。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

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

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一、怎样更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只有放宽历史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制度是文明的结晶，当代

中国的制度，是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中走出

来的。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

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

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都试验过，最终都未能找到

正确答案。只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人民确立并

巩固了我国国体、政体，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

制度，为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在中国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制度史上

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经历的惨

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

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

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

为它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历千

辛万苦不断探索建构起来的。

只有聚焦实践效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制度以及制度体系是一整套

体现特定价值目标、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性规范。

制度的建构是逐步探索、逐步累积而形成的。经济

社会发展的实践不断提出问题，制度则积极回应和

解决问题，并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体现制度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

经由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发展起来的。在波

澜壮阔的制度实践中，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解决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实践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长远与

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

得更好，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

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

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能够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维护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只有坚持价值引领，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旗

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

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确立了明确方向。我们始终高扬人民民主旗帜，坚

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确保国家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确保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国家政

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实践基础。我们始终高

扬文明互鉴旗帜，秉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相互

尊重、和谐共处，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

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类制度文明的丰富和完善

作出应有贡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科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陈家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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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优势评价的主要原则和基本方式

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科学、先进，主要看是否

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只有

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

最管用。

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应坚持以下

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世界上并无

完全相同的制度模式，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与特定

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在自身

经济社会变革基础上渐进发展、内生演化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什么别的制度，不是照

搬照抄的结果。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

人类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制度的普遍性来

看，也具有与其他制度模式一致的地方，也吸收借鉴

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多样性体现特殊性，

一致性体现普遍性。只有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

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二是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符合。对制度进行

评价，首先必然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这样

就突出了客观性科学性。同时，这种评价又是由制

度对象或制度组织者来进行评价的，这就带有强烈

的主观性。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有客观

的、科学的、规范的标准，要让人民来参与，使主观反

映客观现实，让事实为主观提供依据。

三是坚持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统一。制度是历史

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制度优势的评价，离

不开现实的人、现实的环境和现实的问题。同时，也

要从制度发展趋势来评价，看看制度的未来和前瞻

性，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推动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是坚持情感偏好与坚守常识相协调。每个行

为主体都生活在某种制度之下，对于制度天然地具

有某种情感，这样的情感必然会在评价中产生一定

的影响。但评价制度优势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情绪

化，而应在遵守客观事实和规律性的基础上，坚守底

线、坚守常识。

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本方式，

主要是比较的路径。任何制度，只有通过比较，才能

够显示出优劣。制度比较，有时空两条线索。从时

间线索看，包括历史的比较，即回顾性的比较；未来

的比较，即前瞻性的比较。从空间线索看，包括同一

类型制度的横向比较，即同质性的比较；差异性制度

的横向比较，即异质性比较。相对于历史过程的制

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实践，与近

代以来中国探索建立各种制度模式的努力和结果相

比，具有显著的优势；相对于未来发展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自身不断完善，适

应不同的变化和趋势；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制度模

式，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拓展了一条创造性的道路，为世界上那

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

民族提供了新选择，丰富了人类对最适合自身生存

和发展的制度模式的探索，为人类的制度文明贡献

了自己的智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评价的具体标

准

制度的稳定性。稳定性是制度、组织和程序是

否具有优势的重要标准。稳定性意味着制度有明确

的价值目标，有坚实的发展基础，有可预期的实际效

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

观，能够为人民提供稳定的价值认同、文化向心力，

以及参与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走

老路，也不是走邪路；既不是再版，也不是翻版。这

种制度能够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

法治化。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

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

外部环境的压力而改变。当然，制度的稳定性，并不

意味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

制度的实践性。制度的价值在于实践，制度的

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

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

于广大人民的实践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始终能够密切关注时代问题，及时回应时代要求。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各种机制、程序

和技术性的安排，能够在实践中体现指引方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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