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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八大与“四个自信”
◎ 李正华

60 年前我们党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党领导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党代会。会议对党执政以后

地位的变化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从理论上政治上

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制定了一

条指导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党

的八大的主要成就和党在八大前后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源头活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

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也为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创造

了前提条件。

一、党的八大确定的走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我们增强道路自信创

造了前提条件

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的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艰苦卓绝

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

中国，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

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

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八大确定的

路线，正是为着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大会的主题就

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

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1 页）党的

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

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

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

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

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选集》下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3 页）这就旗帜鲜明

地确定了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党的八大

确立了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的全面

的、系统的、正确的路线。在经济上，科学地分析了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

党的八大路线的核心；在政治上，提出了进一步巩

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战线，继续反对官僚主义以

改进国家工作，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阶层

力量；在文化上，要求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去武装群众，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展开对落后文化的批判，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

识分子的队伍；在党的建设上，针对党的组成结构

和人员的变化，提出用正确思想纯洁党的队伍，进

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以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做法改进和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这从总体上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基本轮廓，对中国后来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

极的重大的影响。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

党寻找和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

道路，不是什么别的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

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

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

现实基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9页）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开辟的这条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要坚

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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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的八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同中国的具体建设实际相结合，以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为我们增强理论自信

创造了前提条件

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

指导。在党的八大前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新阶段到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

以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围绕着如何走出一条

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重要战略问

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

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深入调查研究并总结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

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

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富有成

果的探索。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找到一条自己

的建设道路，为制定党的八大路线提供了正确的思

想原则；《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奠定了党的八大路线

的理论基础。刘少奇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

济建设方针，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

想，也是党的八大取得的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

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关于把党的

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

力，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关于处理复杂的国际

关系等一系列思想，是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留下的宝贵财富，极大地丰富

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 1956年 4月 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是当时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

题上达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

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

的主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光辉典范。《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提

出的基本方针，不但直接影响和指导了党的八大，而

且在此后二十多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直

起着主导作用，在今天依然显耀着真理的光芒。对这

篇著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

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

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

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

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

社 1982年版，第 5页）

党的八大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

实践的成功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和实践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开

拓，提供了可贵的指导。党的八大取得的许多成果，

都被吸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中，并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事实告诉人们，与

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必

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三、党的八大初步建立和确定的社会主义

制度，为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创造了前提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

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前无古人的

崭新事业，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毛泽东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作

出了重大贡献。”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前后，是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时期。在这一时期，

中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

本政治制度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八大又对改

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管理体制，对文

化建设、执政党建设等，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

建议和方针。到 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

步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创性成

果，决定了新中国的社会性质。正如党的十八大指

出的那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的建立，“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

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

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伟大的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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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

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

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

制度在持续探索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并逐步走向成

熟，显示了其旺盛生命力和极大优越性。实践证明，

它们是基于中国特定历史现实而形成的符合中国国

情的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

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必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

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

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四、党的八大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对

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增强文化

自信创造了前提条件

党的八大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

路的思考和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在

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出

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为党的八大路线的制定提供了

一个正确的思想原则。鉴于党在民主革命中因为教

条主义而走过了很多弯路，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希望建设

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

那么长”。（《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版，第 101 页）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一条比苏

联东欧搞得更好更快的建设道路。他还特别提出了

“三个强调”的要求，即：“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

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

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

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

合”。这种建立在强大的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正确的思

想原则，使党的八大成为毛泽东所期望的马克思主义

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良好开端。

在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

体正确分析和回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

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

方针政策，比如：在经济建设、经济体制上，提出对苏

联经验必须加以分析，不能盲目照抄照搬；提出了许

多正确的方针和观点；开展了一些非高度计划化的设

想或尝试。在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提出了社会

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

说。在国家政治生活上，提出了要进一步扩大国家民

主生活，改进国家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建立完备的法

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文艺和科学工作的方针，提出了一些重要论断。在

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提出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规定在党的全国、省级和县级代表大会

实行常任制，在县委以上各级党委都设立监察委员会

等。这些寻求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创造性探索，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是文

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有正确方向的基本原则，饱含

着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

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

期坚持、永不动摇。

党的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尽管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遭到过挫折，但是，它开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前所未有，它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历久弥新，它

确定和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影响深远，它在解决新

问题、探索新规律中所坚持的原则和思想方法值得

认真学习借鉴。我们纪念党的八大，就是要总结经

验，面向未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忘初心，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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