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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有助于我们了解经典著作中曾被我们忽视和我们不熟悉的内容,从而

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六项任务的第一

项。而第一项任务中的“首要任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

的“重中之重”。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本已经出版，这是中央为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基本观点

18个子课题的研究工作也正在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但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与中共中央提出的任务和目标相对照，我国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左”的影响依然十分严重，教

条主义的“牛圈”打扫起来还是相当困难，“四个分清”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中的接受度并没有

走出低点。因此，摆在全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30年来发生了至少八个方面的重大主题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与时代同步的深入发展。

不论从文献学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30年来发生了至少八个方面的重大转换。  

一是发生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转变。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重心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向“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目标转变。  

二是在政治上发生了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人治到法治、从国家到社会的转变（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

展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政治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以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和保障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战略部署。  

三是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发生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到强调“党内民主”和“党员权利”的转

变。  

四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发生了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五是在所有制方式上发生了从单纯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的转变。  

六是在分配方式上发生了从平均主义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转变。  

七是在社会组织方式上发生了从单一的国家中心体制到政府-社会-市场的多主体社会结构的转变。  

八是在自然观上发生了从崇尚“征服自然”到强调“保护自然”、“敬畏自然”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的转变。  

这八个方面的转变，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时代主题转换。深入研究和发展这八个方面的时代主

题转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一个神圣使命。  

结合这些在我国革命与建设中发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主题转换，我们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四大

时代研究主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二）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建设什么

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四）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围绕这四大研究主题，全党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应该

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我们对经典著作中的一些作品还不太熟悉，甚至了解得很少，很片面，两部文集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全面学习经典著作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大量实际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上面提到的八个重大的理论主题转换，大部分还

在刚刚起步阶段，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对于经典作家的一些著作和观点已经很熟悉，但是，我们对于他

们的另一些著作往往还不太熟悉，甚至了解得很少，很片面，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地研究和学习经典作家的文献，针对我们今天遇到

的问题，得出新的解决方案。  

经典作家对于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分配制度、金融与债务、社会建设、新闻出版、文化建设等等都有许多在今天看来具有十

分重要指导意义、能够开启我们智慧的研究成果。  

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经济制度时，提出过从国家所有制过渡到社会所有制的问题。这其中不仅仅是简单的股份制问



题，而且涉及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经典作家提出的解决方案对于我们解决今天财富分配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

义。  

再比如我们今天研究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过很有价值的论述。马克思不仅

重视普选权，而且关心公职人员的个人待遇不能过高的问题，更关心经过普选产生的公职人员随时可以罢免的问题。从来自各方面

的经验可以看出，如果不能行使罢免权的话，那么，整个民主过程就不能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都

有可能失去意义。罢免权就像是一个国家的核按钮一样，它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启动，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威慑意义。  

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泉。当年搞革命是如此，今天搞现代化建设也同样如此。我们要以中国今天的现实作为

研究的出发点，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

决新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央的决定中还提出了几条更具体的措施：“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建设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群众作用。”  

中央的决定，不仅为我们提出了问题，而且为我们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只要我们认真地按照中央的上述决定去做，

我们就会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我们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学术造诣比较高的理论工作者，正在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对改革现实的简单不

满中摆脱出来，学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并通过这种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和匡正今天的改革实践，提出具有

建设性意义的理论和建议。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更需要这种建设性的研究和建议，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理论的研究

和指导。我们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其意义可能也正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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