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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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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全

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的本真精神 ;被确

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起点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

果的精髓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

合起来 ,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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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 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 ,就在于从根本上

冲破了长期“左 ”倾错误的严重束缚 ,端正了党的

指导思想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

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共产党 80多年的历史

中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到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 ,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 ,

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

心的转移 ,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全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
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
想的本真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

中国的问题 ,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

理论 ,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

结合 ,以形成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断中

国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

的内容。自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1949

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是中国共产党历

史的第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

跃 ,经过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

期等阶段后 ,到中共七大的时候才实现 ,产生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毛泽

东思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这一段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二个阶

段。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得到了丰富。但后来出

现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发生了“大跃进 ”和“文化

大革命 ”那样的大失误。

在坚决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 ”错误的同时 ,

客观地、公正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

想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当时 ,社会上存在着两种

错误观点 :一种是“两个凡是 ”的错误观点 ,继续维

护“文化大革命 ”及其理论、路线 ,否定人民的要

求 ;另一种是否定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 ,

认为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 ,否认毛泽东思想是

一个科学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以科学的

态度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对待毛泽东 ,对

全面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真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

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

有他的卓越领导 ,没有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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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 ,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之下 ,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他对于包括自己

在内的任何人 ,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
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 ,那不是马克思主
义 , 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

价。”[ 1 ] (p12)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指出 :“党中央在
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 ,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

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
绩 ,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把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加以发展。”[ 1 ] (p12 - 13)

1981年 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

议 》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 ,实事求

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充分论述了毛泽东
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 》指

出 :“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
针 ,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
的科学体系。”[ 2 ] (p821)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 ,他的功
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错误
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将毛泽东晚年
所犯的错误同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

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为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
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尽管

今天的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 ,但是毛泽东思想中关
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述 ,为我们正在进行的

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

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今天依然是中国社会主

义事业的旗帜。

二、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
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起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这一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

三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邓小平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
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

的基础上 ,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 ”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逐步形成了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 ,阐明了在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

题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正确道路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

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 ,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

变化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的问题 ,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识 ,创立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实现了党的指
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

势的发展变化 ,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
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

任务 ,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30

年历史进程 ,构成了新时期的主要内容和决定了新
时期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 ,因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

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
历史起点。1986年 4月 ,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外宾
谈话时指出 :“‘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 ,我们冷静

地估计了形势 ,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
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
列新的方针和政策。”[ 3 ] (p157)

1992年 10月 ,江泽民
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一九七八年召开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承担起艰巨的使命 ,实现了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的新时期。”[ 4 ] (p213)在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成果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 ,代表着中国最

广大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志和愿望 ,是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和伟大智慧的结晶 ,是凝聚党心民心的

强大精神力量 ,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智慧的

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在世界多极化和
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的情况下 ,面对困难和挑

战 ,我们更加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只有这样 ,中华

民族才能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 ,既一脉相承 ,又

与时俱进 ,是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 ,它们辩证统一
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 ,不断

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这个进程
还在继续之中 ,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

发展而发展。

三、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的精髓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同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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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完全一致的 ,都是实事求

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全党确立了一条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并且为此保证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从 1957年下半年

开始 ,党的领导工作程度不同地背离了这条正确的

思想路线 ,由此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严重

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词即《解

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并把它确定

为全会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

幕词中指出 :“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

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

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 5 ] (p143)

同时还强调 :“实事求是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

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

取得的一切胜利 ,是靠实事求是 ;现在我们要实现

四个现代化 ,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5 ] (p143)
十一届三

中全会根据这一讲话精神 ,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

为纲 ”的错误方针 ,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

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同时 ,审

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

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增选了一批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进中央领导机构 ,顺利实现了政治

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历

史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只有解放思想 ,坚

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才能

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变 ,才能解决过去遗

留的问题 ,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在

1980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

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作了概括 :“实事求是 ,一切

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标准 ,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6 ] (p278)江泽民在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更明确地提出 :“坚持党的思

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是我们党坚

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 ,

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

性 ,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 ,决定着党和

国家的前途命运。”[ 7 ] (p537)
2004年 1月胡锦涛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

话指出 :“求真务实 ,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 ,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

心内容 ,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

政治品格。我们党一贯倡导求真务实。”[ 8 ] (p724)
贯穿

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始终的是实事求是。

把握了这个精髓 ,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

理论成果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其统一的科学思想体

系 ,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最本

质的东西。由于把握了这个精髓 ,一代又一代马克

思主义者在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

中 ,不断解决新课题 ,开创新境界。

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开启了改革

开放新时期
建国初期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

政治体制 ,在外部封锁的条件下 ,对恢复国民经济

和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 ,在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和平与发展逐渐成

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 ,这一体制封闭性和僵化性的

弊端日益显露 ,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

高。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和研究了形势的变

化和出现的新问题 ,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在党和国家

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全会指出 :“实

现四个现代化 ,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 ,也就必

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 ,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

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

命。”[ 1 ] (p4)
全会强调 :“现在 ,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 ,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

经济政策 ,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 ,采取

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 ,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

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努力采

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

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1 ] (p5 - 6) 这些思想 ,

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开端。

20世纪 70年代末 ,我国开启了改革的历史进

程。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农村改革的第一

步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

主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集体所有制。此后 ,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为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 ,为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工业

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开辟了一条道路。在农

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 ,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

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多年理论和实践的探

索 ,到 1992年 ,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由此加快了全

面改革的进程。20世纪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与此同时 ,政治、科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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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领域改革也全面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随着经济特区的

建立 ,沿海城市的开放 ,引进外资、对外经济技术交

流与合作的迅速扩大 ,我国经济摆脱了原来的封闭

半封闭状态 ,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对外开放格局。2001年 12月我国正式成为世界

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标志着我

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0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 ,

都是同坚决地推进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因

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

平在 1987年 4月会见西班牙外宾时说 :“粉碎‘四

人帮 ’之初 ,‘左 ’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

年和一九七八年 ,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

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非常严肃和认

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

这个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 ,主要

是改革和开放 ,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提出了我们

的根本路线 ,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 ,不受

任何干扰 ,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3 ] (p228)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十一届三

中全会 ,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

拨乱反正 ,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

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 ,是在这

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 ,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

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9 ] (p673)
胡锦涛总

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

全会 :“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九七

八年 ,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 ,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从那时以来 ,中国共

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

壮阔的创新实践 ,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

奋进新的壮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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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p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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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 istor ic Con tr ibution of the Th 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 th
Cen tra l Comm ittee of the CPC to the S in ic iza tion of M arx ism

ZONG Ke - zhu, KANG L i - hou
( Politics and Law College of A nhui N orm al U niversity, W uhu, A nhui, 241000)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Eleventh Central Comm 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for short) is the greatest turn of far - 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PC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 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ssion cleared all the undeserved m isunderstandings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omp letely rehabilitated it. It is widely accep ted thatMao Zedong Thought is the first historic the2
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the sinicization ofMarxism while Deng Xiaop ing Theory is the second, the jump ing -

off point of which is this p lenary session. The session reestablished the guiding p rincip 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soul ofMao Zedong Thought. By adhering to the basic p rincip les ofMarxism and further sinicizing it

according to Chinese realities, the session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movements.

Keyword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Eleventh Central Comm 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ici2
zation of Marxism; historic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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