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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进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前后接

续、继承发展、与时俱进、高度统一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

东思想，同时，又根据时代特征、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把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

有机地融为一体，将继承与坚持、发展与创新有机地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 

  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

殊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课题。建国初期，

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也为了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中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对于这种照搬照抄，历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开拓创新的毛

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7页）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诸多变故，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很大震动，也使毛泽东认识到

苏联模式弊端的一面。在国内，随着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经验的积累，毛泽东也逐渐察觉到了苏联的

某些经验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在中央领导

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思想。薄一波同志后来回忆说：“在我的记忆

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修订本）上卷，第488页）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毛泽东和党中央“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更加明确。在

1956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

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为此，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

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也为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

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以苏为鉴”，根

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论十大关系》堪称走中国自己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具有标志性的开篇之作。对此，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

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

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

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论十大关系》的发表，表

明毛泽东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路。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基本路

线。八大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判断，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关于

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关于经济建设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关于民主法制建设、台湾问题、对外

关系的新方针政策，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以及建立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构想，是党中央和毛

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新成果。1957年2月，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

的新课题，人们对如何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

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付出了沉重代价，留下了深

刻的经验教训。但总起来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取得的理论成果，为实

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为我们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今天，当我们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过错误而否定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

现过严重失误而否认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使中国这

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

我们党在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

础；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改革开放前近30年中，我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毛泽东时期，毛泽东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提出的原则，为实现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宝贵的思想基础。 

  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

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

的。” 

  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发展关系 

  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必须看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看到二者之间的继承发展与交汇融合，不能把二者割裂开

来，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第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

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一是两者形成和发展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也不同。毛泽东思想

主要形成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实践基

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基础。 

  二是两者的主要内容不同。毛泽东思想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

略思想，其主要内容包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

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等。 

 

   第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与马克

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一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

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二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有着共同的发

展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

求，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

主义基本文化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坚持共同的基本原则。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

发展。 

  首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开始的，是从系统阐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开始的。

如果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的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下

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思想来源。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

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

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留给我们的重

要思想成果，又以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这些重要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方式、



发展动力、发展目的、依靠力量、领导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

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更高的阶段。 

  （执笔：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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