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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创新发展。我们要充分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积

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过程充分证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

导。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历史条件怎样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能动摇。借口时代和历史条

件的变化，轻视、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就会遭受损失甚至失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认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另外的东西，“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

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歪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牢牢坚持并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各种社会思潮，增强政

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四个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

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提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加强

理论武装，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建党之初，我们党就清醒认识

到，在旧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工人阶级数量极少的条件下，要建设坚强正确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必须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再把科学理论“从外面灌输进”工人阶级及

其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对工人阶级先锋队及其人民群众进行理论武装。理论武装的重点在于党的高中

级干部，高中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政治理论水平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加强理论

武装，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前的重点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

武装全党，这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也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必

然要求。要着力在深化学习、深入研究、广泛普及上下功夫，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觉运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的改造，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努力探索回答我国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

 



的理论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理论创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

的决定性因素，是增强我们党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思想动力。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我国的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

程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持续的理论创新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当前，要准确把握改革发展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实践，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

题的理性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

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第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学风问题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态度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在学风问题上，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倾向，

避免理论脱离实际，又要警惕经验主义倾向，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关键是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为统领，着眼于解放思想，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着

眼于实践，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着眼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目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南和理论支撑。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神圣职责。让我们时刻牢记使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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