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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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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忠，陈一玫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就思想理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党的十四大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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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强调，中国特色社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
最新成果”[1]（P11）。这些论断为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正确
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主要从三个层

  一、继承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继承了毛泽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无源之水，它之所以能形成一种新的理
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活的

  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
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
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
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
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
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成为我们党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和传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
合。后来，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深
领导我们党改革开放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说到底靠的就是
导我们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程中，
会主义理论的产生看，它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正是由于我们党恢复了毛
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和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看，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看，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
就的基本经验还是实事求是。从邓小平的自我评价以及他的理论与实
最多，贯彻实事求是最彻底，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而这一点正是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
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改革
于一切，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建
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
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有这些，正是毛泽东提出的群众
用。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
正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解决了中国的革命
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到了正确的建设道路，解决了中国如何发展的
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中
化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等，
这一活的灵魂。 

  二、发展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有
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包括着多种关系，但
性发展两个方面，这里的分析限于前者。延续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前人提出
上进一步丰富、完善，并使之逐步系统化和具体化。这方面在中国特色社
中可以找到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 

  其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的现状出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认识。1957
的问题》一文中，首次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这
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



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文
改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
界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论，无论就其提出的历史背景、
言，都不能把两者简单地划等号。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
初级阶段理论则是毛泽东的“两个阶段”论的重大发展。 

  其二，关于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实现富民强国和中
国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1954年9月在第一
《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
东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和现代科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又“加上国
代化目标。1964年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
宏伟目标，并宣布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以
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
告中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
涵。这些都极大地拓展和细化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成
容。 

  三、创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对
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的理论成果，它必然包含着前人中没有的东西，即新的“质”。那么
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创新的地方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点。 

  其一，创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思路根本改变了。三大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如果说我们
误，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很真切[3]（P269）。邓小平特别注意总结以往的
重要依据。他深刻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
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
（P266）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这一新思路的集中体
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与以往有根本的不同。 

  其二，创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方式。方法方式的创新，集中表
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
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
是一场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公报同时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
就是从这里起步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改
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保障等体制的改革，从经济特区的建立到沿海内陆等城市开放，从对经济发达
放，从局部的开放到全方位、多层次、大格局的开放，从改革发展到和
为有了建设方法方式的不断创新，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

  其三，创新了执政党的活动方式和执政方式。鉴于过去我们长期党政不分、特
这样全局性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非常重视改善党的领导这
的语言提出“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之后，他多次讲话，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
法令办事。”“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1981年，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我
次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
纲中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要自
四大通过的部分修改的党章，再一次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
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
新党章又把“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写入了总纲。这
地规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正确
系，较好地处理了执政党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