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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邓小平理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

2004-12-22  侯水平  阅读1966次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和全面掌握其理论体

系；有助于深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联

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论联系实际，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解决我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增强我们坚持马

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 

    

    恩格斯说过：“任何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科学”。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动态考察，可以使我

们更好地认识邓小平同志是如何抓住这一根本问题的，如何通过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代中国

的实际、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的，从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深化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

研究，系统准确全面地掌握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

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做出过历史贡献，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深化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研究邓小平理论

的发展进程，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准确、完整地领会从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增强我们贯彻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就在于符合客观规律。邓小平理

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改革开放为

邓小平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伟大的实践。通过研究邓小平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关系，可以更深入

地认识邓小平理论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如何指导改革开放，更深

入地认识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在深化邓小平理论学习同时，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增强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和

建设，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不

唯本本，不守教条，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视现实问题，努力回答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新的实

践，并注意吸收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程，可以深化我

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认识，着眼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

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的意见》，对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锦涛同志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面对新的时代课题，肩负新的历史任务。”社会科学工作



者要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针贯穿到哲学社会

科学的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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