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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和国家领导人立足于我国国情，在围绕治国理政的思考中形成了中国道路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指导思想的群众史观、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等理论，深

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熏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视角，深入剖析中国道路思想的哲学意蕴，对于认

识、坚持中国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道路思想，探析 

 
 

An Analysis of Chinese Road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ing Cao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l. 9th, 2022; accepted: Jul. 29th, 2022; published: Aug. 9th, 2022 

 
 

 
Abstract 
The Chinese road is a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man-
ner formed in practi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situa-
tion of our country,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in the formation of thinking about governing the 
Chinese road,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m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history, theory of the 
proletariat political party, the socialist ideology theory and theory of Marxist view of nature, 
deeply from the springs of Marxist philosophy wisd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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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eply analyze the philosophical impli-
cation of the thought of Chinese road for understanding and adhering to the Chines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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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中国发展的成就已经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中国道路思想是一条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但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

的照搬照抄，而是与中国国情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中国道路思想包括“以人民为中心”

思想、“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四个方面，

下面本文从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四个方面，

逐一论述。 

2.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体现了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 

众所周知，科学实践观的提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立足点。马克思认为，理解事物和现实要从

实践的方面理解，从主体的方面理解。他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客观事物或客观世界两种

错误的思想方法，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1]理论观点。而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这一观点，

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

践的，那从事实践的主体又是谁呢？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主体，是社会物质成果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决定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直是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心系

民生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 2020 年防控疫情的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最多的即是

人民安全与健康的问题。自 2020 年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迅速关闭离汉离鄂通道，举全国之力为武汉提供各方面的救助，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各

县也采取封闭措施，不惜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来换取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2]由此可见，习近

平总书记一直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同时，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全国数百万名医务人员奋战在抗

疫第一线；科技工作者不分昼夜，加速疫苗研发；400 多万社区工作者在全国 65 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坚守，

以及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闭门不出的普通群众，正是有了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我们才能迅速控制住这次疫情，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用生动的实践和

铁一般的事实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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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和意

志的代表，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包括以下两点：(一) 无产阶

级政党始终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带领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全人

类解放的政治组织。(二) 无产阶级政党拥有先进的理论，并且无产阶级在实践中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理

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资产阶级推翻

封建制度就是从反封建的同盟开始的，而后同盟逐渐发展，形成资产阶级，最终推翻封建制度。因此，

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对于党内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以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导向，坚决同“左倾”右倾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

作斗争。他们认为，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日益壮大，一些党员干部受环境影响易产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思想，因此必须加强理论教育，保持政党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对

于党组织内部制度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制定党的纲领，在党内实行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

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权威，他们认为没有权威就没有集中行动，也就无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中国共产党是在 1921 年成立的，自党成立以来，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为人

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一个过去积贫积弱

的东方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此可见，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国家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党组织内部亦出现许多不正之风，例如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拜金

主义、贪污腐败等，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辜负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期盼。因此，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对上述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3]
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风建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生活。笔者认为，要全面从严

治党必须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同时发力，一方面要完善制度建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筑牢不敢

腐、不能腐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保证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是习近平中国道

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关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意识形态下过准确的定义，他们最初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这一概念，

而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最多。《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该词时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贬义的，

专指当时德国流行的、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思辨唯心主义；“另一种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把它作为和社

会存在相对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而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阐述意识形态时，多使

用后一种涵义。[4]笔者同意上述观点，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的理论，它既包括在特

定时期站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掩盖事实真相的“虚假的观念体系”，还包括冲破思想牢笼的一

种革命意识形态。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与人类根本利益的紧密相连，同时也在于它

对于唤醒民众和教育革命者自身具有重要作用。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其代

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意志，因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 
于我国当前而言，我们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如何破除旧思想、旧观念以便推动生产力又好又快的

发展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西方不良社会思潮纷纷传入我国，且

方式更加隐秘，各种错误思潮的入侵对我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产生极大干扰，影响我国主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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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影响力、引领力、渗透力，进而危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不是

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

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5]由此可见，牢牢掌握我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尤为重要，且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高度凝结与集中表述，因此要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推动作用，必须进一步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3]亦深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

的中国化表达。 

5.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认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6]马克思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人类

只有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认为引起生态问题的原因并不是人类利用

自然，而是人类利用自然的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加深。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马克思指出，技术的进步有

助于实现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因为在科技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的条件下，

人类可以更好地把握自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关于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的密切联系的思想、关于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动体现，都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新时代的中

国表达。我国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从过去的阶级斗争矛盾转化为新的矛盾，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

力，这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但问题出在我们的生产方式和手段上面，当时我们喊出的是“让高

山低头、让河水让路”、“改天换地”等口号，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对自然毫无敬畏之心。改

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自然采取“竭泽而渔”式的利用

方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矛盾激化，关系紧张，究其原因在于当时未能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提出的目标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了党的十七大时，又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

进了基本路线，而后到了党的十九大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美丽”加入了社会主义基本路线。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体现了国家对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和现实意义。人类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自

然，才能少走弯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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