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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治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适应伟大事业和时代挑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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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人类既经历过空前惨烈的战争灾难，也进行过空前伟大的科学创造。就光明面
来说，基因的研究、电视的发明、宇宙航空、国际互联网等前所未有的科技进步，把人类文明提高到了
一个崭新的水平，但二十世纪最为可歌可泣、最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人类进步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一帆风顺，道路必然是曲折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决定了它
决不会终结，前途必定是光明的。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后，社
会主义在中国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一种证明和预示：不论今后还会遭遇多
么严重的挫折，社会主义这一体现人类最进步理想的实践都将继续发展，并将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作出更大的贡献。 

世纪之交，人们已经看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改变，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反而推出了以高科技为手段的更加蛮横的新的炮舰政策，企图继续干预和主宰世界各国人
民的命运。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受益，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悬
殊反而越来越大。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形势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初
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综合国力显著增
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此同时，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遇到了许多更加复杂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从宏观上看，这主要
是指：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成
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岗位、就业形式等等都多样化了；而这种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格
局，在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也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的思想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十
分复杂的变化。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按照“三个代表”的
要求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改进领导方式的新考验；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如何通过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切实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考验；
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如何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
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考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建设面临着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现实，切实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
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国外有益文化，抵制不良文化和“西化”、“分化”的渗透，进一步发展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新考验。在这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和新考验中，包含着很多既重大又具体的国际国
内政治和政治学问题。思考、研究和为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是中国政治学界和政治学科领域研
究人员的责任。能否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责任感，是否有足够的学识水平和对
实际情况的切实了解。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我们是否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在
于我国政治学科建设的总体发展水平是否能满足和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我国政治学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培养了大
量专业人才，建立了若干新兴学科，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科研队伍，成绩可喜可贺。但毋庸讳
言，这期间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是：当政治学界以较大精力（这在恢复初期有其必要
性）介绍、引进、吸收和运用西方政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盲目崇拜”、
“生搬硬套”的现象，对我国政治学科建设的顺利发展造成了一定危害；虽然有一批专家学者在学习、
研究和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艰苦努力，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但从总
体上看，这方面的投入和努力还很不够，已有的成果还不能完全满足我们伟大事业和时代挑战的需要，
还不能胜任指导我们进一步科学全面地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分析和解决当前重大现实问题的需
要。基于此，政治学界有必要形成这样的共识：二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问
题也要充分重视，不足的方面必须抓紧补上。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注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大力加
强中国政治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方面努力取得适应伟大事业和
时代挑战要求的重大进展与创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应切实做到“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
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进一步科学全面地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积极慎重地加强对国内外重大现
实问题，特别是当前新的社会情况、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政治学研究，进而争取为党和国家科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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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正确妥善地处理国际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顺利发展，多提供
一些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确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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