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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李君如李君如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是如何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是如何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是如何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是如何完成的 

 回顾新中国成立 60年不平凡的历程，最大的成就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实现了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且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艰辛的

探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找到了一条能够使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

化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过程中创

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次飞跃来之不易。从理论上讲，第二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

成果，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进行的“第二次结合”

的成果。那么，“第二次结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样推进的？ 

 

  第二次飞跃的由来第二次飞跃的由来第二次飞跃的由来第二次飞跃的由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认真总结我国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基

础上，提出的“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和三个理论要求。一个基本原则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三个理论要求，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问

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进而研究总结中国现实社会的矛盾运动

规律；二是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经验，并在同外国经验的深刻比较中使之

上升为理论，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去；三是通过民族形式包括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

民族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内容上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形式上也努力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和要解决的是近代中国两大

历史性课题：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

第一次“结合”，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包括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他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从新民主

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胜利

完成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推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

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民族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中国人民获得了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

第二次“结合”，开始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创

立者是邓小平。他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事业和思想财富，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

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伴随着这次理论飞跃在实践中的深化，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面对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党的十六大以

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实际出发，提出科学发展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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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虽然这次理论飞跃尚未完结，但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

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始终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而且，围绕这个主题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

等重大战略思想及其理论观点已经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 

 第二次飞跃历经两次探索第二次飞跃历经两次探索第二次飞跃历经两次探索第二次飞跃历经两次探索 

 

  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经历了以

1956年为起点和以 1978年为起点的两次探索、两次“结合”才完成的。我们都知道，“第二

次结合”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来的，时间是 1956年 4月。当时，

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新的思考。他在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那时开

始，他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都是为了“找

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惜的是，这次探索、这次“结合”，由于一些原因没

有能够实现理论飞跃，只是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经验教训。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开始了“第二次

结合”，并且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社

会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进步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基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时，在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

与时俱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到了 21世纪，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辟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新境界。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应运而生，标志着我

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以下 15个主要观点：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出发。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市场的平等互利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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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

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8.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9.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 

 

  10.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民族团结和繁荣，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相适应。 

 

  1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争

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维护国家完全统一和主权完整。 

 

  1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和可靠的国家安全体系。 

 

  1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

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1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依靠所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

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贯穿于这个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根本原则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

社会主义本质；精神动力是振兴中华、赶上时代的现代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次飞跃的三大启示第二次飞跃的三大启示第二次飞跃的三大启示第二次飞跃的三大启示 

 

  回顾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启示何

在？总结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我着重谈三点体会： 

 

  第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选择的道路和理论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既符合这个国家的

基本国情，又符合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

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既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又符合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

益的正确道路和科学理论，做到了上述“两个符合”。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年，是中

国共产党造福于这个国家，造福于这个国家人民的辉煌的 60年。 

 

  第二，要做到上述“两个符合”，在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既坚持从实际

出发，又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应该说，坚持这“两个出发点”是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真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一般都认为，其基本要求是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或者换句话说，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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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理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中的“中国化”，包含了双重要求： 

 

  一方面，强调“中国化”，是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科学的出发点。所谓要

有一个科学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常讲“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强调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出发点是客观实际。这个出发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出

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于它是科学社会主义与

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化”，是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出发点。

所谓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出发点，就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是中国共产

党人根本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一致的工作路线的

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于它是从中国各族人

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社会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往的研究和宣传，强调前者多，强调后

者少。我们认为，只有把这两个出发点统一起来，才可以说全面领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科学内涵及其基本要求，才可以说全面认识了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开

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据、追求和意义。也只有这样全面认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才能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主义”，是我们人民群

众自己的“主义”。 

 

  第三，坚持上述“两个出发点”，内在地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的

社会主义。谈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既坚持从实际出发，又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强调人的认识和实践要有科学的出发点和正确的价值出发点，需要认识到，这里的关键是要

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特别是价值出发点的研究和宣传。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核心，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为全中国老百姓所拥戴，之所以能够得天下，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就在于它以自己的

纲领、理论和行动向人民群众证明了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今天，人民群众忧党

忧国之忧，也忧在党能否始终坚持这一核心价值。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时，我们还

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内在地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根

本利益”。 

 

  这首先是因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走上共产主

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爱国主义者集团，就是

这样一个自觉地把为人民服务与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服务融为一体、自觉地把爱国主义与马

克思主义融为一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其次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始终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完成历史赋

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

历史性任务。因此，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

合的时候，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时，内在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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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为振兴中华而

奋斗。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