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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



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
决定的，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在新征程上，必须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什么

2.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问题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什么？

• 所谓政治发展道路则是指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所选择的模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决定着这个国家民
主政治建设的方向。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
由其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发展理念、相应的法律体系等元
素构成。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于1952
年，日裔美籍学者。冷战结束以后，如何评价
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成为
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
景下，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历史的终结论

u福山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
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
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
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曾几何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似乎印证了这个论断。然而20多

年后，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西式民主乱象丛生，制度危机凸显。与此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风景这边独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强大生命力。面对事实，福山也不得不改口：

“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

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中国道路”昭示“历史终结论”破产



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史，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

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国家性

质决定的。那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民主道路应

该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特色？它的优势在哪里？弄清这些问

题，对于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必然结果

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

成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

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

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义和团运动 清末新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

正确道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

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旗 帜 鲜 明 矢 志 不 渝



问题二：

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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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持党的本质

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

语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
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本质特征

人民当家作主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

基本方式

依法治国

三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人民当家坚持党的领导

2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1

发挥党纵览全局，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人民当家坚持人民当家做主

2

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

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1

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

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人民当家坚持依法治国

2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构建决策科学、执

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利运行机制。

1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加强人民法治保障，保障人民依法享

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2. 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照抄

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

政治道路。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显示

出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

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我

们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

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3.必须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
制改革

机构职能
体系

党的领导
体系

政府治理
体系 武装力量

体系

群团工作
体系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此次改革将使中国

的政府机构更具效率。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有助于政府完善自身结构，提升行

政效率，更好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乔恩·

泰勒认为，中国深化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

利于提高机构运作效率和质量，有利于中央

政策获得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推行和执行。而

对中央和地方机构权力的重新配置，将有助

于管理更加合理高效。

知识窗：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外 界 声 音



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二



问题一：

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1、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体

u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u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
、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
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



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

在最广大的人民内部
实行民主，只对极少
数人实行专政

党派之间的关系

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
度

概念的表述

更全面、更明确地表
示出人民民主和人民
专政这两个相互联系
的方面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一方面要坚持国家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另一方面要充分履行
国家政权的专政职能



人民
当家
作主
制度
体系

²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根本政治制度

²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基本政治政党制度

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政策、政治制度

²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本管理、政治制度

²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国体：根本政治制度



问题二：

如何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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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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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

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

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

什么样的制度？

Ø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

根本政治制度。

Ø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

会制的区别

我们的主席、总理

，都是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产生出来

的，一定要服从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

不能跳出如来佛的

手掌。



是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
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

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
的伟大创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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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实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如何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u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u 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

u 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必须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

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

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

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
语

——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新在哪里？

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
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有效
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
弊端。

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
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
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推动

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

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3.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4.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u 完善基础群众自治制度，发扬基层民主，
是一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畅通民主渠道，健全
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
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
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三



问题一：

什么是爱国主义统一战线？

全体社会主义

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

爱国者

拥护祖国统一和致

力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爱国者

爱国统一战线



问题二：

如何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

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

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

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

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

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

——2015年5月18日，习近平在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

必须牢牢把握
大团结大联合
的主题。

全面贯彻党的宗
教工作基本方针，
坚持我国宗教的
中国化方向，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

深化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铸
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坚持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肝胆
相照、荣辱与共，
支持民主党派按
照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参政党要求
更好履行职能。



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

治协商职能。

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

握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

1.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

好履行职能。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2.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

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

想观念，……牢固树立正确

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3.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
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处理宗教问题

的基本原则

信教自由 政教分离 独立自主自办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种宗

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

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极端主义

思潮影响。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辩证看待宗教的社

会作用，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人士努力为促

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务。



4. 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做好统战工作。

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

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



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四



历史告诉我们，完成祖国统一，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已经深深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

历史意识，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坚如磐石的

共同追求。



完成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坚如磐石的共同追求

台、澎、金、
马整个地收复回
来，完成祖国统
一，这是我们六
亿五千万人民的
神圣任务。

实现国家统一
是民族的愿望，一
百年不统一，一千
年也要统一的。

中国人民将
坚定不移地完成
祖国的统一大业。
这是中华儿女不
可动摇的共同愿
望和决心。

我们绝不允许
任何人、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在任何
时候、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
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是全体
中华儿女的共同
心愿。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着

眼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以超凡

的智慧和胆略创造性地提出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问题一：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科学指引下，“一国两制”在

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深入推进，

两岸关系实现和平发展。
201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领的台湾各
界人士参访团。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

概念。“一国”是实行“两制”

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

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

国”之内。“一国”是根，根深

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

才能枝荣。

1.必须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行政管理权

立法权

特
别
行
政
区
高
度
自
治
权

独立的司法权和
终审权

中
央
全
面
管
治
权

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任命权

中央政府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权

中央对特别行政区法律备案权

基本法解释权和修改权

宪制基础

宪法

基本法

2.必须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3.必须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

金钥匙。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语

广深港高铁 粤港澳大湾
区

港珠澳大桥

u 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u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
利合作，拓宽港澳发展的路径和取得。



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使爱国爱港爱澳光荣传统薪火相传。

4.必须始终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016年，京港澳学生交流夏令营在澳门。

发

展

壮

大

爱

国

爱

港

爱

澳

力

量



问题二：

如何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关键词

三
大
历
史
任
务

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
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
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加紧利用台湾问题对我国
进行牵制。一方面公开声明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
暗中怂恿“台独”，把台湾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砝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

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

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

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

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作

出充分照顾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

1.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维护
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
同胞的正确选择，也是通向和平统一
的光明大道。

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有利的
台海环境，要求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
同时，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也是在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创造和积
累条件，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2.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3.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语

“九二共识”之所以重要，在于

它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界定了

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新加坡同台湾方面
领导人马英九会面时的谈话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
含义。”海协会

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金会达成“九二”共识。双方各
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
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
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

1993年4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双方签署了《汪辜
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

1998年10月汪辜上海会晤,双方达成四项共识。

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两会接触、交流、对话
再次被迫中断。

“九二共识”



4.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

语

“九二共识”之所以重要，在于

它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界定了

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新加坡同台湾方面
领导人马英九会面时的谈话



5.秉持和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

两岸一家亲

为台湾同胞

在大陆学习、

创业、就业、

生活提供与

大陆同胞同

等的待遇

率先同台湾同

胞分享大陆发

展的机遇

骨肉兄弟、

血浓于水

尊重台湾现

有的社会制

度和台湾同

胞生活方式

同根同源、

同文同宗

心之相系、

情之相融

用真诚、善

意、亲情拉

近两岸同胞

的心理距离



两岸人员往来（万人次）

939

2017年

1993.9

2017年1987年

4.6
15

1987年

两岸贸易额（亿美元）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成绩显著



6.携手同心共圆民族复兴中国梦

中华民族史上，
两岸同胞从来
都是命运相连、
荣辱与共。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需
要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相互
支持，携起手
来同心干。

中国梦是两岸
共同的梦，需
要大家一起来
圆梦。

台湾的前途系
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的福
祉离不开中华
民族的强盛。



1. 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

2. 如何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 新时代如何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

4. 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一国两制”

和推进祖国统一的方针原则？

思 考 题

1.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

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

的讲话

2.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浮

沉》——常欣欣,王彦伟著，人民

出版社

荐 书 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