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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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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紧密结合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30年来，社
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充满生机、蓬勃发展，产生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科学性的生动
证明，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实践基础和重要机制。改革开放既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动
力，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十七大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
辑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结论。 

  1、马克思主义在和平与发展时代面临新问题新检验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实践的，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发展认识、完善理论。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
克思主义，吸收了人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思想成果，立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最新发展阶
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指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途径，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为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
的行动指南。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领导在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立了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
国，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要贡献。战争与革命的实践有
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逐渐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成立，
在各自的国度进行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探索，包括改革尝试，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经历了挫折，遇
到了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世界新科技革命一浪接一浪，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过了19世纪，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出了许多调整，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世界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军事的重大变化，使时代主题在冷战结束之前就从战争与革命过渡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
发展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
道路和规律，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趋势，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与发展方向，等等，要求世界
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立足当代社会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在继承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一次伟大转折。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
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
的历史性决策。解放思想使我们党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看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
某些本本作教条式理解的严重危害，懂得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改
革开放是我们党追赶时代潮流、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形式，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发展马克
思主义确立了新的实践基础，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密切结合，昭示了马克思
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广阔前景，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思想起点和历史起点。 

  2、改革开放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新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声音和时代的精神。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不能在革命战
争的条件下生长，也不能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丰富，只能在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实践形式中发展。改  



革开放是我们党紧跟时代发展、适应时代主题的正确抉择，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相吻合，与时
代前进的总潮流相一致，这就使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时代坐标。新的时代起点奠定了当代马克思
主义发展的新高度，新的历史视野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基础
上产生了新的时代内涵、新的时代认识，充满了生机活力。正是敏锐把握时代主题的深刻变化，我们
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分析时代问题、把握时代主
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了充分运用和新的检验，为正确认识当代世界提供了科学指导，并在这一
过程中得以丰富。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也是一次新的伟大实践。如此深刻的变革实践、如此重大的创新
实践，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发展机制。改革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
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改革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体制、特征等重大问题，把思想从对社会主义
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中解放出来，在搞清楚的基础上增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
为深化改革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试验，涌现出许多新事物，遇到了许多新情
况，冒出了这样那样姓“社”姓“资”的争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
准不动摇，用社会全面发展、人民普遍受益，作为判断各项改革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根本
标准，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理解的束缚，在新的实践中总结新的经验，提炼新的思想，
深化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并没有渐行渐远，真理的价值弥久愈珍。改
革开放塑造了新的理论视角，产生了新的理论需求，“重读马克思”使我们发现了以往没有给予足够
重视的思想，而今天却成为深化改革的理论支持，如《共产党宣言》中对“提倡社会和谐”的肯定性
评价等。这也是改革开放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正是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认识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宝贵思想中得以
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离开人类思想的长河而孤立发展。封闭半封闭不仅使经济落后，而且使思想
僵化。对外开放打开了经济技术交流的大门，也打开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大门，拓展了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新天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是以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为科学依据，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
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为理论来源，以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与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全面
考察为经验支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并行的。对外开放使我们能够广泛
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
主义。思想在交流中丰富，在比较中鉴别，在斗争中成熟。交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吸收了更多的
思想文化营养，理论内涵更为丰厚，如科学发展观就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顺应了当今世界的
发展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比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参
照系，在与国外各种思潮包括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对照中，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符
合中国国情、代表人民利益、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理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
坚持马克思主义。斗争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具生命力，在国际间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对外开
放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巩固、影响扩大和战斗力增强。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与四项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也是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保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
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而且创新发展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将
取得新的发展，结出新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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