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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

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专家访谈）

——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包心鉴研究员

本报记者 何民捷

    《人民日报》 ( 2006-08-11 第15版 )  

  新世纪新阶段，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关注哪些重
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怎样才能实现新的突破？近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博士生导师包
心鉴研究员。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
哪些方面？ 

  包心鉴：简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
出的历史背景、现实针对性以及这个命题提法的发展演进的研究；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基本特点的研究；三是关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即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所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取得的主要成就；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研究；
五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六是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目前，这六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成
果丰硕。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尤其需要
在关注新的重大现实问题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记者：马克思曾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包心鉴：是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对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史的一条根
本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也就是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从中
国的实际出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时代性和当代性，从当前的时代要求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和当代性相互影响、不可分
割。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就要求理论
研究工作者坚持与时俱进，拓展研究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顺应时代要求，走在时代前列。 

  记者：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新的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的课题。在这一背景下，应当怎样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包心鉴：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不可分割。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一个根本依据，就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一定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宝贵的经验；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规律。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致力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发展，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
践。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和前提，会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需要，决定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发
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不断推进生产关系的改革和上层建筑的完善。不可否认，改革发展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的课
题。对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深入回答，正是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长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张开双臂热烈拥
抱改革发展带来的新生活，满腔热忱地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此基础上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境界。 

  记者：党自身建设的状况是能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迫
切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包心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与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长期执政
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关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最关键性问题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对此作出了新的实践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实践及其重要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
是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支撑点。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在当代中国，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对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予以回答和解决，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执政党在
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的先进性建设，都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执政能力而展开，也主要通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得以体现；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既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任务，又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程度的重要标准。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机统一中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新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理论研究工作者应高度关注这一新课题和新
领域，努力创造出富有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新成果。 

 

     《人民日报》 ( 2006-08-11 第15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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