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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通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探究而形成的

制度体系，凝结了全党上下的汗水和付出，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在该制度系统地统领下，全

党全国万众一心，从而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显著的优势。在我国，国家和

社会的治理工作都需要依据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进行。通过分析新形势下我国制度自信的科学内

涵、影响因素及时代价值，最终提出当前我国的制度自信的实践路径。这对新环境下贯彻和落实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未来发展的自信，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

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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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中旬，在哲学科学座谈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制度自信的根本是基于

悠久历史而形成的文化自信。“而发展特色化的制度

自信，根本层面而言就是创建文化自信，而这种自

信是更加基础、更加深层、更加稳定的力量”
①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认为，“全党上下需要直面新

时代发展的困境和挑战，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不

断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

信，避免陷入到闭门造车、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

老路中。同时要注意改革的方向和循序推进的力度，

防止进入到改旗易帜的不利形势中。维持充分的政

治定力，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

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稳定而长远的发展”。具体

而言，制度自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特色社

会主义创建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制度自信无法维

持的语境下，其他的自信也就变得风雨飘摇。众所

周知，我国的各项治理工作与管理活动基本上都是

根据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而我国治理系统与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不仅体现了制度设计的优势，同时

也体现了党的执行能力与贯彻能力的巨大优势。在

全新的环境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任务

繁重，国内外压力巨大，充满了各种挑战。而在这

个背景下，党中央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鲜明旗帜，坚

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形势下制度自信的科学内涵和影响因素 

（一）制度自信的深刻内涵 

新阶段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我们更加坚

定地贯彻和落实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更加明确

地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在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下，党和国家分阶段的

将中国创建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的社会主义国家；

明确把握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人民对

于客观物质生活的追求和实际发展水平难以覆盖、

难以满足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贯彻落实一切以

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发展成果覆盖更

多的人民群众，更早实现高质量的共同富裕；要坚

持和明确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思路，落

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的布局和方向，坚持“五位一

体”的战略构想，做好统筹工作，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坚决维护”，最终实

现“四个全面”。现阶段，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成果，不断强化和提升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四个方面的自信；明确把握党和国家的改革目标是

创建和发展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升新环境下的治

理水平，朝着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明确把握依

法治国的逻辑思路，尽快创建更加系统和完善的社

会主义法治系统，将中国打造为先进、高度发展的

民主法治国家；准确分析国内外的安全局势，创建

一支作风优良、素质过硬的军事化队伍，为了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而勇往直前；明确新时代中国在全球

的定位，引导和创建发展全新的国家型关系，实现

互利和共赢，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价值；要想

实现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中国梦以及百年奋

斗目标，最关键的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制度自信的总体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

度，需要尊重历史和过去，需要分析当下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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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综合未来发展的需要，进而实现理论和实践的

高度统一。基于历史，基于现实，基于经验和成果，

我们才能更好地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

面实际问题，进行针对性解决，不可空穴来风试图

搬来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②
。简单的移植必然

缺乏生命力。我们要努力创建和优化现阶段的社会

主义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完善性，并

设立相应的目标：在共产党创建达到 100年时，各个

领域的制度更加成熟和科学，维持制度体系的稳定

性，在定型上实现大幅度的突破；在 21世纪 30年代

中叶，不同方面的制度都能实现充分的稳定与完善，

建立发达而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管理能

力；而在建国一个世纪时，全面创建国家新型治理系

统，以达到更为现代化的管理水准，让我们国家的特

色制度更加充分，更加稳定，体现出更大地积极优势。 

（三）制度自信的战略任务 

习近平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要想

团结一致实现一致发展，树立和维护共同的理想信念

十分重要，这也是人民的信仰和奋斗的精神支撑。人

民需要维持信仰，群众的力量需要充分集合，这样才

能赋予民族更多的希望，才能让我们的国家获得更大

的发展动力”
③
。制度自信，是全党上下以及人民群

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路的自信程度是否足够坚定，

以及对制度建设之路是否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和取

得的成果。列宁认为：“世界是客观的，并不会平白

无故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需要在确信的理想信念

下，不断改造和努力，满足自身的需求”
④
。创建和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持续

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一项非常

关键的重要任务。各级党委及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

都应该努力强化制度观念，做好制度引领工作，树立

权威意识，将政策与制度真正充分落到实处。要坚持

做好制度的贯彻工作，维护工作，努力强化制度理论

分析及宣传教育，让全党上下都能够高度把握我们社

会主义的突出优势，从而树立充分的制度自信，为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积极的努力。 

（四）制度自信的相关关系因素 

制度充分自信，能够给国家、社会的发展创造

更为强劲的推动作用。结合当下已存的一些制度探

索和成果来分析，以下的三方面因素对制度自信的

效果产生深远的作用。 

1.制度自身结构的科学性 

制度系统的架构安排、布局是否合理等，是制

度创建以及发展环节中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发挥

着不可取代的深层次规制效果。不难发现，一个结

构不完善的制度，人们自然会失去信任， 也无法提

供足够的支持。 

2.制度建构过程的自主性 

制度创建过程中，主要需要结合自身的需求以

及制度发展过程的规律，并非是通过外部因素的影

响作用而推进制度创建工作。在我们制度自信的创

建环节中，共产党一直深谙此理。党认识到这一规

律逻辑后，才逐渐创建起满足我国实际情况、具有

充分发展活力、创造一系列发展奇迹的当代制度体

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根据制度探索以及实践

的一系列成果让我们认识到，当下的制度系统是改

革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规

律要求，也是人民郑重做出的正确选择。现阶段的

这套制度系统除了维护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之

外，同时也展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保持着积极的

发展势头。 

3.制度运行的有效性 

放眼全球，结合不同国家的发展之路以及发展

实践，我们能够认识到，一个制度是否成功、是否

可以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以及信任，最重要的就是

该制度体系是否具有效果，是否可以得到稳定落实，

是否对于制度创建、生产关系完善以及竞争力提升

具有积极的价值。当前，中国人民所创建的社会主

义制度，其绩效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实践中党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中，我

国社会经过在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和调整，不断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将改革以及创新过程中的

发展成果充分结合起来，对一些制度和体制不断完

善，通过提升制度的有效性，保障制度的合法性，

从而走出一条稳定的制度建设之路
⑤
。 

二、当前我国的制度自信的时代价值 

胡锦涛在 2011 年的重要会议讲话上，第一次发

表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同时认为，创建和

不断完善新时期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保持

我国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在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

了其具备的优势以及突出特征
⑥
。中国特色制度除了

满足国情，符合时代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

国家发展的水平，巩固现代化的治理成果。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保障平等和人权 

众所周知，我国是多民族形成的团结大家庭，

保障国家以及社会的统一是不同民族的一致愿望。

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政治、社会、经济等不同层

面保持交流，不断融合的过程，也体现了民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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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与以及共同的期待。我们国家的制度设计，除了

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同时还从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中汲取营养，还参考了西方社会的理论精华，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形成、巩固与完善。

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体现出西方制度

无法媲美的积极优势。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

我国的制度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其一直坚持人民

的主体位置，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实现。

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创新性成果，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国情的统一，丰富了政党工作的

理论成果以及实践经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一直

保持着亲密的合作与战斗关系，在基础方针的指引

下，及时管控分歧，从而追求共同利益。共产党人

一直坚持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人民

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对于体制机制

持续完善以及发展，结合中国社会的基础国情，分

析全球的发展方向和走势，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崭新

而科学的发展道路。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回

应老百姓的期待，努力将人民民主找到最真实的注

脚
⑦
。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言，人民民主是必须坚

持的根本原则，而契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是我

们的法宝，也是维护群众利益的关键保障。我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摸索和不断创建，是党对人民的

郑重承诺，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必然过程，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不断提升制

度自信，是我们需要做的一项重大工作。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对制度优势的完美诠释 

在这一论点的阐述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

制度之所以有自身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支持生产力

按照传统社会无法提供的速度保持稳定发展，让人

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够逐渐获得满足”
⑧
，“此

外，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设计，能够将一定的资源以

及人力充分结合起来，从而推进重大事项的进展”
⑨
。

而制度是否可以实现预期的成果，主要在实施的过

程，在于执行力的体现。在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过

程中，我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惊喜

和生命力，这是无需争辩的事实，也是党和人民的

奋斗成果。而我们之所以怀有这种自信，是实践奋

斗过程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们有能力办好奥运

会等大型项目，我们敞开怀抱邀请世界各国人民来

中国旅游，参加博览会，我们在天灾人祸面前能够

保持镇定和团结，共渡难关，我们能够在金融危机

的影响下继续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在科技、

教育领域的一系列创新成果，也得益于制度建设的

积极进程。正如意大利研究人员说的那样：“中共所

领导和创建的中国发展之路，已经体现出不可媲美

的优势，西方国家体系必须承认。中过共产党关注

的是怎样改善群众的生活，而非西方社会中为了选

举而劳民伤财”
⑩
。确实如此，伴随着生产力以及整

体实力的提升，我们国家发展成果进一步体现，这

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也是党和人民奋斗过

程的最好回馈。 

（三）有利于化解矛盾，应对我国发展各项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开放

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我们需要依托于过去的经验，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

勇气去直面困难以挑战，对于存在已久的痼疾进行

针对性解决，推进改革工作朝向更深的领域。当下，

我们的社会发展面临着重大机会，也有很多隐藏的

矛盾问题，而制度自信的提出，给人民注入了强心

针。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怀着四个自信，

能够处理好这些矛盾，将中国社会发展推向更远的

未来。目前我国社会的主体矛盾出现了改变，不过

基础国情依然维持不变，国际定位总体来说稳中有

进。所以，在困难以及挑战面前，需要保持镇定和

足够自信，假如缺乏自信，那么自然会唯唯诺诺，

放不下手脚，现代化建设也会进入到停滞。无论是

党的建设还是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面临着新环

境的考验，而制度自信的合理提出，不仅是客观要

求，更是领导人审时度势的结果，对于提升党的治

理水准，强化人民自信具有十分关键的价值。 

（四）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重要力量 

对于当今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社会而言，和平发

展仍然是主旋律所在。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我国是

后起之秀，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全球平衡和稳定和

平的重要维护力量， 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建设之

路提供了积极的经验，也做了正面的示范。并在和

平、脱贫、反恐等工作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符合

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定位。在积极参与世界的过程中， 

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很多

国家和人民对于中国发展都抱着好奇和钦佩的态

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表示赞赏和期待，

而中国发展的成果让全人类成为受益者。中国一向

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自身的发展也在不

停地践行和贯彻落实。中国始终积极承担自身的国

家责任，以认真、负责、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到

全球交流与合作中，在全球危机和问题的处理上发

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时间中，我国

脱贫之路取得重大成果，贫困人口大大减少，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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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水平持续提升
○11
。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

值观念，同样是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也是对世界

交出的一份精彩答卷。 

三、当前我国的制度自信的实践路径 

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面前积

贫积弱的中国到砥砺奋进 70 年取得的成果，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

大成就，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之治有何良方妙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为

我们阐明了答案——中国之治源于中国之“制”。 

（一）制度的领导力在于方向 

中国之“制”包罗万象，而党的领导制度和我

们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划等号的，是根本意义上的，

其他制度的创建和出台需要基于此。办好中国自己

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指南针、是方向盘。

一切跟党走，就能保持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征途中不偏离航向。党政军民学，东西南

北中。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这一优

势贯穿到方方面面，这是我们最大的制度自信。《决

定》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首要位置，

明确了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系统中的关键定

位，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决定》认为，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

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不断创建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系统，就需要努

力提升执政水准，坚持科学执政、依法执政。要遵

循历史和时代发展规律，从具体国情出发，以科学

的制度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治国有

常，而利民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

心。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代代传承，近百年来初心不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是最大的力量源泉、执政底气，党领导人

民取得了一次次重大胜利，今后也要继续贯彻人民

路线，保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高，

永远成为人民群众拥护的党。“法者，治之端也。”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善和坚持党的领导制度

体系，离不开宪法和法律的保驾护航。完善的法律

系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出台法律、遵守

法律、严格执法，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决定》

强调，全党上下需要以党章制度为行为准则，提高

自己的要求；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

成长效机制；通过多种活动提高全党的 “四个意

识”，真正地保障“四个自信”，在先进思想的引

领下，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

一的组织制度；完善和发展现有的国家制度与理论

体系；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完善党员、

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

集中的相关制度，等等。 

（三）制度的持久力在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信既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而是有充分理由和充足底气的。”党的领导

制度经过近百年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

成就有目共睹。但我们不能被眼前的成果“乱花迷

眼”，而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时代的眼光、发展的眼

光看待党的领导制度，用开放的姿态吸纳各方面的

意见建议，找差距、补短板，改不足，守正创新，

永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生机活力。蓝图已然绘就，

奋斗拼搏正当时。当前，中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世界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

大优势，唯有此，才能不断开创“中国之治”的新

境界。《决定》指出，国家行政是根据党和国家做出

部署，落实政策，管理社会，回应群众关切的重要

机关，需要将为人民服务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各级行政部门需要牢记自身的使命，积极创新为民

服务的手段和方法， 提升服务水平。接受外部群众

的监督，提升办事效率，将为民服务真正地落到实

处，进而打造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服务型政府。《决定》

从创建和发展国家行政体制、改良政府职能、调整

行政部门结构、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等四个方面

进行了部署，并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性举措，比如：

借助优化和发展国家机构职能协同高效的机会，创

建更加稳定和高效的行政角度体系；以国家战略和

布局为依托，发挥财政政策以及货币工具的积极作

用，创建覆盖就业、产业、投资等多方面内容的调

控制度系统，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创建和优化国

家重大战略以及长远阶段社会发展规划体系，提升

社会服务的保障水平；强化党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

养老保等方面的事权，降低共同事权；充分提升下

级部门的积极性，积极鼓励创新，创建权责更加分

明的区域性财政关系，等等。 

为人民谋幸福，民族争取复兴，是一代代共产

党人不变的允诺，也是行动的方向。做好“人民”

这份答卷，不仅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还要切实投入

实践当中。在人民中汲取智慧，找到破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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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是未来的开创者，是

促进国家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党的领导

是集中群众力量的保障，努力贯彻为人民执政是我

们党矢志不渝的基础方针。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

最真实的需求当作一切工作的落脚点，从人民最关

注的问题出发，做好“人民”这份问卷。要拜人民

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

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党员干部要甘当人

民的“学生”。党员干部只有“扑下身子”，才能了

解人民需要什么、盼望什么，人民才会愿意、敢于

讲真话、说实情、谈想法。这样，才能抓住人民最

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准确掌握真实情况，避免走马

观花，做到切实深入的调查研究。要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一切为了人民。始终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

艰难险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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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ra valu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institution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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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formed by the majority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nd the people through long explorations and explorations. It condenses the sweat and 

effort of the entire party and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system,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whole country are united in one heart, thus enabling China to achiev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cialist institutional system.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value of the times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self-confiden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current practice path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self-confidence. This ha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s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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