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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

2005-12-30  刘云山  阅读106次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

段,新的实践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

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第一,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

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

的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

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党的历史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

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用

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

变化,我们既面临着国际形势总体对我有利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

透的严峻挑战。当今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现实动力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又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

问题,迫切需要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答。时代和实践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更大的发展,呼唤着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有新的更大作为。胡锦涛总书记今年1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特别强调,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大力推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动对

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成立研究院正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一定要

进一步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十分珍惜党和人民为我们创造的有利条件,满腔热忱地投

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结合新的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需要加以发展,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却历经时代的磨洗和历史的考验,愈益迸发出真理的光芒。纵观当今世界,各种理论思潮、流

派纷呈林立,但不容否认,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人类社会思想史的高峰,仍然是指引人类前进道路的灯

塔。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

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这些话语重

心长,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党。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时要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我们党

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它

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更好地结合;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抓住本质,把握大势,认清方向,才能

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抓住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和活



的灵魂,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才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要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从理论体系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把经典作家的论断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认识,并紧密结合今天的实践来加深领会,防止生

搬硬套,防止断章取义,防止片面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

展的。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要立足当代中国的实践,既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

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又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

阐发。特别要加强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重要著作的研究,加强对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

大战略思想的研究,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认

识。  

    

    第三,加强对我们党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奋力开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践的探索带动了理论的突破。在伟大的实践中,我们党深刻

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形成了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大大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宝库的珍贵财富。深入研究、科学阐释我们党的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的重要任务。  

    

    要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研究宣传科学发展观,为武装全

党、教育人民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总结我们党带

领人民推动我国发展的长期实践经验,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只有从理论

上研究透彻、阐释明白,才能帮助人们深刻理解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

的发展实践。要把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大任务,集中理论界的力量,

紧密结合实际,进行重点攻关。要深入研究阐释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基本内涵和历史地

位;深入研究阐释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深入研究阐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入研究阐释按照

又快又好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同协调发展的关系。要

通过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推出有深度、有价值、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成果,帮助人们准确认识

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

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四,坚持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

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供人们诵读研修的学理,它的一

项重要功能,就是深入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并在这种研究回答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实现自身的发展。

如果不敢或不愿面对现实,回避问题,钻进“象牙塔”搞经院哲学和烦琐论证,就不能对实践发挥指导作

用,就会走进“死胡同”。  

    

    现在,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系列新的实践课题需要我们给予研

究和回答,一系列新的实践经验需要我们进行提炼和概括,一系列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需要我们

解疑释惑。我们一定要把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回答时代

课题的作用。当前,要特别注意紧紧围绕实现“十一五”时期宏伟目标,研究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要研究回答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问题。要研究如何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实现经济

平稳较快增长;如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如何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如何推动中东

西部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和外部经济环境。二是要研究回答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的问题。要研究如何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如何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如何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

部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三是研究回答干

部群众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围绕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

思想多元化,为什么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能搞私有化,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

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等问题,把道

理说清楚、说充分,澄清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引导人们自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

于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汲取智慧,善于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

为理论成果。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关键是“结合”,根本是“转化”。要把理论研究同指导实际工作

结合起来,同推动重大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使理论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的

法律法规,转化为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共

同为崇高理想和伟大目标而奋斗。  

    

    第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一个国家、一项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

理论建设,人才为本。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呼唤着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呼唤着一批马克思主义

理论大家。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人才和理论大家的时代,也是能够产生大批理论人才和理论大

家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努力建设一支政治

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要加强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加强对崭

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加强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人才的重

点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素质、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  

    

    理论工作是具有独特规律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我们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造的方针,尊重理论工作规律,尊重理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充分发挥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为优秀人才特别是青年理论人才脱颖而出营造良好的环

境。要在政治上充分信任理论工作者,充分发挥理论工作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作为党

和政府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理论工作者营造良好的学

术氛围,引导他们坚持正确的方向,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术流派的切磋和争鸣,提倡充分说理的批

评和反批评。要多关心理论工作者的学习、工作、生活,多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理论

创造中。  

    

    理论工作是提升人们思想、启迪人们智慧、塑造人们心灵的工作,是一种影响社会、影响群众的工

作。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认真考虑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

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当今中国和当代世界,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学术活动

中。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求真务实的精神,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把做人做事做

学问统一起来。要提倡严谨治学、潜心研究,反对急功近利、心浮气躁;提倡深入实际,反对闭门造车;提

倡淡泊名利,反对沽名钓誉。以“甘守寒窗苦”的心态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努力创造出符合时代要

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精品力作。  

    

    （此文是刘云山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来源：光明日报 网站编辑：申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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