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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3_E5_A4_A7_E8_c26_488638.htm 第一个结合，中国改

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既不丢 “老祖宗”，又发展 “

老祖宗”；既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又不断开拓马克思

主义理论新境界。这样的结合，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

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 第二个结合，中国社会主义能在新时

期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

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这样的结合，创造了真正

活跃起来的社会主义，创造了进一步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 

第三个结合，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既依靠党和政府的坚强领

导，又尊重基层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地方的改革首创精神。这

样的结合，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导致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能

够有效地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整合。 第四个结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前无古人的创举，同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是紧密相连的。这样的结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

为一种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方

向的制度模式。 第五个结合，我们既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又

重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上层建筑变革；而在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中，又把扩大民主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这样的结

合，创造了兼具民主和集中两种长处的政治制度模式。 第六

个结合，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既重视 “物”的

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 “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

明素质的提高。这样的结合，把人的全面发展同社会全面进



步统一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 第七个结合，党在领导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适时地把促进发展、提高效率同注

重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结合起来。这样的结合，使中国

社会既持续地充满创造活力，又有助于避免两极分化而达到

共同富裕。 第八个结合，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要发展起来，既离不开参与经济全球化，更离不开独立自主

。这样的结合，使我们能同时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在趋利避害的平等竞争中达致互利、普惠、共赢。 第

九个结合，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注意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

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这三

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这样的结合，既避免了不少转型国家

出现过的经济严重衰退和社会剧烈震荡，又使改革发展成果

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第十个结合，我们党把对客观世界的改

造同主观世界的改造结合起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证。这样的结合，既推动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

而不断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 总

而言之，贯穿这 “10个结合”的一个最本质的结合，就是把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

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 “10个结合

”的宝贵经验，实际上阐发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超

越于表面发展成就的更为本质的成就，那就是中国制度文明

的特色和发展模式的特点。这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

功，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文明的成功和发展模式的成功。这个

制度和模式就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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