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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1]。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也是一个科学的历史判断。这一判断，为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

史使命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建树起新的时代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大

政方针明确了新的时代依据，为中华民族的世界担当阐明了新的时代含义，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所以，要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自觉性和历史主动性担当起时代的使

命，就必须站到“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就必须如列宁所说，理解这个“大的历史时代”，认清这个

“时代的基本特征”，“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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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代是历史和当下的统一，时代阐述着当下，但又阐述着历史如何成为当下、并走向未来。时

代是历史全部进程的特定阶段，是历史本质在特定阶段的实现。历史的本质在特定的时代中行走，时

代是历史规律性实现自身的舞台。所以，要理解当下时代的“基本特征”，就必须考察历史本质如何在

这个时代的舞台上呈现。不能试图通过个别现象、偶然事件、“用树木代替森林”的方式来理解时代，

必须在全部历史进程的宏观大背景下考察这个时代。这就是理解时代所应建立的历史视角。

习近平同志在阐述新时代的内涵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

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

向现代化的途径，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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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选

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习近平同志这里所阐述的三个方面，正是在列宁

的“时代的基本特征”的意义上阐述新时代的历史内涵。这三个“意味着”，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自身规定性和必然性走势在新时代这个舞台上的实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再度走向巅峰式辉煌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再度焕发科

学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的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时

代。因而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就必须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宏观

大背景下建立三个观察与理解的视角。

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再度走

向巅峰式辉煌的时代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全景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在决胜性的意义上使这个伟大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从而如既往数度出现的鼎盛景象那样再次登顶巅峰式辉煌的时代。

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奇伟绵长的文明进步史。在这部发展史里，曾有过

数度与当时世界横向比较中呈现出巅峰式辉煌的时期。且不说汉代中国在农耕和冶炼技术、版图疆

域、行政治理、综合国力等方面都雄视同时代“以地中海为内湖”的罗马帝国；也不说唐代中国“九天阊

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即以17—18世纪的康乾之际来说，也敢拔当时世界头筹。当时

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商业贸易的流通值4.5亿两白银，世界第一；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10
座，其中6座在中国；仅江宁（南京）当时的丝织工人就有数万人，这样的产业集中规模和精致分工在

当时欧洲也极为罕见；由于耕作技术先进，中国的麦子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
[2]。伏尔泰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狄德罗在《百科全书》

中称中国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3]。但是，这个“盛世”

没有及时因应当时世界工业化的大变局，而挟工业化浪潮之势的欧洲迅速崛起，冠于全球，持帝国主

义政策者满世界使横和称霸。这使中国迅速遭遇到落后和挨打的局面，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

中华民族的发展陷入了一段低迷的低谷期。5000年中华文明呼唤着中华民族再一次复兴，呼唤着在

中华大地重现曾数度出现过的巅峰式辉煌的时代。

今天，这个“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时代已经到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
页。

[2][3]本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北京〕《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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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报告中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1]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她代表着5000年中华民族深层呼唤的心声，并号召起5000年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意识

和丰沛智慧，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步步前行。其间，“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民主

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由此站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

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并成功推进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中国人民由此富起来。今天，仅从具有

基础性意义的经济总量比较关系看，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 2个日本或 3个德国或 4个英

国或5个印度或6个意大利或7个加拿大或8个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已超过包括美国、日本等在内的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国贡献率的总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党

的十九大敏锐把握历史动向和机遇窗口，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

叶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全球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幅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走进

新时代的崭新的全景图。这个时代的开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5000年中华文明所交出的、经得起人

民检验和世界目光审视的一份鲜亮的答卷。

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科学社会主

义再度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的时代

近代世界发展伊始，社会主义就以历史必然性身份和未来社会历史指向应运而生。在社会主义

运动500年的全景视野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一段几乎被判定为“历史终

结”的低谷，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的时代。

社会主义500年，是近、现代世界中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参与人类几乎全部事件解

决的历史。其间，在尚处空想阶段时，社会主义就从伦理层面向资本主义发起了猛烈的道义冲击，并

带给人们走向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社会主义第一次质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这使社会主义

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质的飞跃，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并从一国走向

多国。回首20世纪的历史，当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集体选择时，它是一种沿着历史逻辑行进的

现实实践力量，一种整合各种社会进步因素以参与当时全部历史运动的力量，同时它卓有成效地参与

了20世纪人类重大问题的解决，带给人类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贡献。有如黑格尔所阐述的历

史理性的“狡诈”，当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20世纪，最具矛盾和讽刺意味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

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却反而是救下它的死敌一命”[2]。但是，在20世纪晚期，苏联东欧地区

的政治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了困境和危机。西方世界高调宣称，西方制度模式已成为“人类意识

形态发展的终点”，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但是，世界社会主义在一个阶段中的低潮并未成为“历史的终结”，甚至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对

自身认识的一次“凤凰涅槃”式跃升。人们抛弃幼稚、扭曲变形甚至被糟蹋了的社会主义，毫不足惜，

因为人们将在更高层次上选择社会主义。挫折和低潮使社会主义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

主义500年历史没有终结，而是呼唤着一个自身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今这个新时代已经出现，引

领着这个新时代出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
页。

[2]《周毅之自选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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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

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1]今天，能够“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的时代已经开启：我们将

实现“中等发达水平”的时间有把握地规划在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则要建成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强

国。世界社会主义虽然经历了曲折和低潮，



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2· ·

西方模式中成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时代的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标志着这样一个文

明进步新时代的开启。中国用短短三十多年走完了西方工业大国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创造了人类文

明发展史上前所未见的发展奇迹。这一发展奇迹，是在超长的历史纵深、超难的发展背景、超强的国

际压力、超大的人口规模的境况下实现的。中国没有重复那段西方式的血与火的历史，没有陷入西方

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却使近14亿人迈上现代化的进程。回首世界现代化历史，当荷兰、西班牙崛起为

强国时，只是在百万级人口规模上进入工业化社会；当英国崛起为强国时，只是在千万级人口规模上

进入工业化与现代化；当美国崛起为强国时，只是在亿级人口规模上迈入现代化。而中国则是在十亿

级人口规模上迈向现代化强国，当下这一人口规模是已经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人口

的总和，仅此就在现代化比较意义上确证了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世界价值。这一发展奇迹，是现代化

西方路径的理论所无法阐明的，更是“脱嵌”了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无法解释的。

这一发展奇迹，昭示着当今现代化进程正在超越西方式路径依赖，昭示着人类文明进步开启了一个中

国向世界贡献崭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到来，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历

史使命以新的时代内涵。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讲：“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

自己的使命。”[1]

在历史的大视角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更加郑重地唤起每个人的历史责任感，使他们

更加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使命。“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

软弱者。”[2]这是一个大道理。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获得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史拴拴〕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

57-58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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