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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观点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的统一。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它内在地包括马克思主义当
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回答中国所面
临的新的历史课题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直接就是对当代世界及其发展的新概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既立足中国国情，又放眼世界。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
色。这就阐明了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两条实际根据：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坚持中国实际和
时代特征的统一，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的统一。深刻理解这个统一，对于深刻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深刻理解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括马克思主义当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每一次结合的实现，都是新一次结合的开始。因此，每一次
结合的提出和实施，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都是围绕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课题展开的。从这个意义
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
造出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经过长期实践，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
验，我们实现了这次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那个时代，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
主义。   

  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
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适合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情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经过长
期探索，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我们初步实现了这次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们同属于一个
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这里讲的“最新”，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概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回答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而形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体系。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
继承，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一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它的当代性，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仍有一个不断“当代化”的问题。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这一点，在当前，一方面要清醒认识我国仍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此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不能脱离国情、
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另一方面要充分看到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更加
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社会和谐，更加注重把握我
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所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更加注重分析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
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总之，要“大力进行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近代以来的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世界环境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以开阔的世界眼光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和无
产阶级革命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那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
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
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不了解这种变化，没有宽广的世
界眼光，就不能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崭新性质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之
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仅立足中国国情而富有中国特色，而
且顺应世界历史潮流而富有时代特征。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任何国
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党的
十四大报告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时充分阐明了它的国际背景，指出：这
一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
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
物”。这里讲的时代主题、时代特征、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都是一种世界眼光、一
种国际比较，从全球范围的高度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品质。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
平理论的时代精神进一步作了具体阐述，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
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
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
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
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
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来看，许多思想观点直接就是对当代世界及其发展的新概
括。例如：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关于社
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文明多样化的判断等等，
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世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还有一些思想观点，如关于可持续发展
思想，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等等，既是当代中国发展阶
段性特征所决定的，又是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产物，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以上两
个方面内容，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的结合。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指
明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必要性，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且有助于我们开
阔世界眼光，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 

  立足国情和放眼世界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条重要原则 

  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来说，所谓实际，
最根本的是国情实际和世界实际。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全面加以把握。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那就会脱离中国国情，做不好中国的事
情；同样，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那就会落后于世界潮流，也做不好中国的事情。离开了这
两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十足的空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真理的具体性。世界上没有抽象真理，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在中国，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不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从实际出发，独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正
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
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当然，在中国更不同于其他各国，因为中国在国情上更具有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体现了真理的过程性。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所谓永恒真理。事物是过程，实
践是过程，认识是过程，真理也是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
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产物，但它之所以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关键就在于它与时俱进，当
代化是其永恒的追求。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
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
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的统一体现了真理具体性与过程性的统一。中国化内在地包括当代
化，但当代化并不等于就是中国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一面。国际环
境历来是我们党确立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
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
良好国际环境。”这也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研究中国国情，认为认清
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同时他又十分重视研究世界，在抗日战争时期就
明确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自力更生是我们基本的立脚点，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
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同时，也明确
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他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
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既立足中国国情，又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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