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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回眸与展望

程恩富    2009-11-19 15:17:06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

化”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

去”的双向交流，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

国话语”。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后继者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

的一般规律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

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科学体系，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的社会思想和科学体系。 

  60年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依据研究主题、研究取向、研究方

式以及总体风貌等方面的差异，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四个阶段。1949年到

1965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奠基起步阶段。1966年到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僵化停

滞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马克主义理论研究的复兴发展阶段。1993年至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的繁荣创新阶段。 

  60年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也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就，充分发挥了

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

重要贡献。展望未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

将开创新的局面，取得更大成就。 

  一是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研究工作，科学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加强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研究，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可以预见，随着《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各卷的陆续推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

本的陆续问世、MEGA2新文献和相关资料的不断引进以及一些新发现的经典文献译文的不断面世，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观点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大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和基本观点研究的基础研究必将引起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文

本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比较研究将会继续得到深化和提升，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

国风格的“马克思学”或“马克思主义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学科有望诞生。 

  二是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要确立“马学

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通过科学总结160年来马

克思主义发展历史，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演变规律，自觉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思维

 



方式和研究范式；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规律，合理设置学科目录、学科边界、学科结构、

学科功能和学科体系；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和人才的成长规律，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学科领军人物和较高素质的骨干人才；探究马克思主义学术精品的产出规律和机

制，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和思想境界，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提供有

力的学理支撑，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三是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努力实现学术研究、政策探讨和理论宣传三者

的有机结合。作为开放性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发展创新中才能展示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结合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新变化，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研

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

学术使命。中国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需要繁荣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马克思

主义是一种不断应用的政策思路，而不是书斋之学。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具

体实践中才能体现其科学的应用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和实践的要

求，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断推出合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内在要求和价值的应用性和政策性成果，更好地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历史任务。 

  四是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

语”。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

际化”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

去”的双向交流，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

国话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透彻、全面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展开与国外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全方位、实质性的学术对话，同时积极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地介绍到世界各国，使之成为国际上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理论思潮和学术前

沿之一，不断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高作为高端“软实

力”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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