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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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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时代化，就是把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本土化，就

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解决实际问题。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阐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胡锦涛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

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

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与时俱进，

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

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

主义社会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创新体制与完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体制变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

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

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

成就。 

    

    实现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三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

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

位一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 

    

    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客观实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思想认识就必须随

之前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正是通过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解决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问

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上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表面上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但实

际上并未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真正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应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而不能用理论剪裁实际，不能要求实际去适应理论。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

只有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 

    

    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既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

用，更把中国实际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

情况，要求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真正揭示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解析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实践中社会主义的现实起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预见的逻辑起点存在巨大差别：它不是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尚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造就的工业化、市

场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同志全面把握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与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实际，将我国

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范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所处的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及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

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

息化的新形势，依据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从现实国情出发，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任务。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

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容和形式上要求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

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

阐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

同欧洲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

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

美国化的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既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接纳、吸收的过程，又是



中西文化在双向选择中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科学回答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实现新

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又要求中国共

产党人作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解答。邓小平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次比较

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

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

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作出的具有民族性的重大理论创

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

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善于从传统文化、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中发掘理论语言的内涵，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

点。"实事求是"这个我国古代就有的概念，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重新阐释而具有了新的含义；"解放思

想"这一生活中常见的提法，经过邓小平同志的提升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概念；"与时俱进"的提

法，同样也是经过江泽民同志的阐述而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就是使产生

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

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的理论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化的民族语言阐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的跃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的根本标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的本质内涵和崭新境界。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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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执笔：汪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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