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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008-09-08李 捷

 

毛泽东思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与逻辑的密切联系。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根基上，由实事求是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悉

心培育出来的智慧结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从准确完整

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开始的，是从系统阐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开始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

平恢复和发展毛泽东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之成为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重申毛泽东关于走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要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

思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既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一阶

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论断，又记取超越发展阶段的严重教训，作出了我国还处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从我国

社会主义体制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改革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是要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继承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积极思想成果，又记取毛泽东的晚年失误，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等

关于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形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继承和发展毛泽

东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理论，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得出和平与发

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以上这些，既坚持毛泽东思想中最本质的内容，又根据

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将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和

发展的阶段。这种在恢复、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恢复、坚持的辩证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同毛泽东思想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奠定了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发

展开辟了正确道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了智慧

和养料。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基础、最活跃、最革

命的因素等基本原理，提出了判断政党作用性质的标准，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

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

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论述，是对上述论断的创造性

运用和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

系的原理，深入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

民大众特别是工农兵服务，科学文化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建设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的论述，是对上述论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

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基本原理，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亲手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作风，

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

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论述，是对上述论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不仅如此，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从总体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有关论断融会贯通，把

紧密联系的三个方面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又深刻总结党的全部历史以及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典范。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继续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推向前进。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现代化建

设“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以及经济建设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将以人为本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

观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综合平衡”和从全局出发妥善处理各种比例关系的思想，把全面

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

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统筹兼

顾”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正确认识和妥善

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

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说：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从

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上前后接续、继

承发展、与时俱进、高度统一的恢宏理论大厦，堪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观。只有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贯彻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两点论”，全面辩证地看问题，才能正确地把握

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首先，要充分认识两者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本质特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在反对“左”右倾思潮的过程中产生

的，都有着共同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

情，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特别

是认识论基础，这主要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就

建设而言，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这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制度基础，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基本文化

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坚持共同的基本原

则，即经济建设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文化建设上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社会建设上坚持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等。看不到这些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

征，看不到思想之间在发展中的吸收借鉴与交汇融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同

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甚至以为是互相矛盾，这实际上是在孤立地看问题。 

  其次，要充分认识两者的重大变化和不同特点。这些重大变化和不同特点，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是由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的阶段性变化带来的必然结

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使毛

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时代特征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

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科学地回答了当代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开放战略、外交战

略、国防战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条件下的

趋利避害、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后，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时期最鲜明的

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使中国人民的面貌、

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作为新时期全部历史经验结晶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

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形成

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

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三是理论认识的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问题展开，用一

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例如，关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

大动力的思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

展稳定的思想，关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关于

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的思想，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思

想，关于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的思想，关于走中国特色的富国和强军

之路的思想，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思想，关于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重大贡献，体现着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看不到时代主题和历史方位的重大变

化，看不到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出现了新的质的飞跃，进入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这实际上是在静止地看问题。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又根据时代特

征、人民实践和全党集体智慧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沿着毛

泽东思想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充分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理论财富（包括活的灵

魂和各个组成部分等），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将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的宝贵财富与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的

新鲜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将坚持与继承、创新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指导作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

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说得好，“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真理，也是客观事实。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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