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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概括 ,是对

党的指导思想的新称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

本任务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历了一个探索、创立和发展的过程 ,是包括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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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

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 ,避免了党的指导思想两种命名方式的缺陷 ,正确

处理了各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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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是提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胡

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 ,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

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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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整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立的

“三大理论成果”的内容 ,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概括 ,是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

的新称谓。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括
的科学性

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主要依

据是什么 ? 换言之 ,作这样的概括是否具有科学

性 ? 回答是肯定的。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由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 ,是为实现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服务的。这一理论体系

的创立和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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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 ,毛泽东思

想是这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这样。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这是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探索才得出的正确

结论。经历新中国建立以来五十多年的发展 ,一方

面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 ,剥削制

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 ,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

长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另一方

面 ,人口多 ,底子薄 ,生产力低下 ,生产关系不成熟

不发展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表明 ,“我们在现阶段面临

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 ] 主要矛盾决定根本

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是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 ,改善人民生活 ,增强综合国力 ,逐步实现

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根本任务的实现 ,呼唤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我

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 ,是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上的新创举。我们党要领导人民完成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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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奋斗目标 ,照搬书本理论不行 ,照搬外国的模

式也不行 ,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开创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于是 ,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需求而在实践中

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这一理论的创立是从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

题开始的 ,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同志。党的十

三大把这一理论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以后又称之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称之为“邓小平理论”。

在后来的实践中 ,我们党又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 ,是我们党把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的历史性飞跃而产

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 ,与我

们高举的旗帜和所开创的道路的名称是相一致的。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做

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

中庄严宣告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

基本结论。”[4 ]十二大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思想深入人心 ,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建设

社会主义的行动口号 ,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

人民的共同理想。邓小平同志的讲话 ,言简意赅 ,既

讲了旗帜问题 ,也讲了道路问题 ,也蕴含了已有探索

即将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名称。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我们所举的旗帜、所走的道

路和创新理论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旗帜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立足基

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

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巩固和完善

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

本原因 ,归纳起来就是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反复证明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

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

命运 ,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名称及其内容 ,符

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 ,与我们高举的旗帜和选择

的道路相一致 ,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概括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在当代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目前的一个最佳

的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
索、创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

践中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

历史性飞跃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

成果。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从社会发展

阶段的角度来概括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我们

党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

成果 ,党的十五大确立为邓小平理论 ,以后又增加

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

从社会发展阶段、道路、制度、理论相统一的角度 ,

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种历史性飞跃的发生 ,即一个相对独立、自

成体系、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诞生 ,

从哲学上说有一个从渐变到突变、量变到质变的过

程 ,从实践上看有一个探索、创立、发展和完善的过

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对毛泽东思想

的继承和发展。

1. 毛泽东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探索于毛泽东 ,

或者说始于毛泽东。更准确地讲 ,是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和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成功的部分 ,成

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思想基

础和理论来源 ,其失败的部分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反面参照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领导

全党全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确立了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取得了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

理论前提、制度保证和思想基础。1956 年社会主

义改造完成以后 ,党的八大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的判断是正确的 ,作出的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

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符合我国社会的

2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余常德 ,顾小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概括 2008 第 1 期

发展实际 ,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成功探索的两个最

重要的标志。毛泽东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 ,写

成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等论著 ,对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

理论和实践的初步探索。这些正确的思想 ,既是毛

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

明确指出的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是在以毛泽东同

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

思想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5 ]

2. 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于邓小平 ,或

者说成于邓小平。更准确地说 ,是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创立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始于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 ,经过十二大、十三大的探索发展 ,到

十四大基本成型被称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到十五大建立起体系结构 ,定名为“邓小

平理论”,并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

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

学体系 ,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

件下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在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逐

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回答

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

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

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6 ]

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 ,邓小

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理论 ,它构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和发

展目标等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柱 ,

是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始终坚

持而不可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的其他理论成果 ,都是在这个框架内的进一步丰

富、发展和完善。其二 ,邓小平理论立足于对“什么

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 ,科学地回

答了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党和国家在经济政

治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内政国防外交和祖国统一等

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成为这一时期的行动指南。

3. 江泽民、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

放的理论体系。”[7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重要理论

成果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发

展阶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准确把握时代特征 ,科学判

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个主题 ,集中全党智慧 ,逐步形成了“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用一系列紧密联

系 ,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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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

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展开 ,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 ,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

发 ,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先后提出以人为本科

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

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我们党把这些

战略思想称之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

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

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8 ] 党的十七大

报告指出 :科学发展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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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指导方针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

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9 ]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时期

的展开 ,是对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

样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 ,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在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完结 ,或者说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目标的实现 ,还有

50 年左右的时间 ,在未来的 50 年 ,我们党将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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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 ,集

中全党智慧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不断丰富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会有第四个、第五个以至

更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成

果。这些新的理论成果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们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趋于完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对我们党的指

导思想的新称谓。这种新称谓 ,解决了较长时期以

来对党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

理论成果的不同命名在理论上实践上带来的困惑。

在适当时候 ,我们党将明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 (体系)为党的指导思想 ,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行动指南。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的称谓避免

了两种命名方式的缺陷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自

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真理。“《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

六十年的实践证明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

结合 ,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才能

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0 ] 在马克

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 ,必然产生

新的理论成果 ,这些新的理论成果是党的指导思想

的组成部分 ,在客观上有一个如何称谓即如何命名

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对党的指导思想有两

种命名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以理论主要创立者的

名字命名 ,比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恩格斯在晚年谈到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贡

献时说 :“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11 ]

毛泽东由于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有人企

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 ,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把毛泽

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及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区别开来 ,并从那时起 ,我们把党的创新理论成

果界定为是以党的领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

及全党智慧的结晶。用党的领袖的名字命名一个

理论体系 ,其优点一是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对创立该

理论的贡献、作用标识明显 ,党员和群众易于理解 ;

二是这种称谓对理论的体系及内容的涵盖面宽 ,包

容量大 ,党员和群众易于把握。其缺陷是有突出个

人之嫌。另一种命名方式 ,用与某个理论体系相关

的一个或一组名词来命名。比如“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这种党的指导思想的命名方

式 ,其优点一是更加符合该理论形成、发展的实际

情况 ,二是避免了突出个人之嫌疑。其缺陷是这种

称谓其字面的涵盖面和容量有限 ,虽然我们可以把

它界定为体系完整 ,博大精深的理论 ,但党员和群

众在接受上总有“牵强附会”的感觉。况且 ,在我国

社会主义一定历史时期的相继承和发展的几个创

新理论成果 ,在其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和要实现的

发展目标 ,在其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框架上是一

致的。换言之 ,在其本质上是一个理论体系 ,只是

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对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

题的回答有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完善 ,但要用完

全不同的名词来命名 ,既有其难度 (当理论成果越

来越多时) ,又缺乏其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两种命

名方式 ,既各有长处 ,也各有缺陷。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来命名我们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思想 ,能较好的避免

这两种命名的缺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

系)的称谓 ,既不是理论创立者的名字 ,也不是与具

体理论成果相联系的一个或一组名词 ,而是与一个

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旗帜、道路、奋斗目

标相一致的一个具有总概括功能的词组。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高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 ,坚定不一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 ,与之

相适应的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

一面旗帜 ,一条道路 ,一个目标 ,一个理论 (体系) ,

其核心词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种四位一体、

本质一致的概括 ,易于党员群众理解和接受 ,具有

极高的认同度。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较好地处理了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先后创立了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

大理论成果。在认识和处理三大理论成果的关系

问题上 ,长期以来认识不一 ,且说服力不强。在党

的文献特别是在理论界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中 ,都把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称

之为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对三个理论体系之间

的关系各有各的理解和阐释 ,使党员和群众在理解

和把握上既莫衷一是 ,又产生疑惑。在一些群众的

心目中 ,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都要创立一个新思想

或新理论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分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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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党的指导思想或战略思想 ,一个新的理论成

果还未完全理解和把握 ,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理论

成果的学习和宣传 ,感觉党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

论 ,虽然与时俱进 ,但变化太快 ,稳定性不强 ,因而

影响其指导作用的发挥。把每一个具体的理论成

果都理解为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 ,虽然

形式上提高了每一个理论成果的地位 ,但实际上却

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党的十七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

统称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把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今后

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之中 ,这就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

同发展阶段党创立的重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问

题。消除了党员群众的疑惑 ,既便于宣传学习 ,又

便于贯彻落实。同时 ,这样的概括 ,也维护了作为

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科学性、稳

定性和严肃性。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应该是一个指导思

想、几个发展阶段 (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

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对包括马

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将原

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的统称。在我

国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发展

阶段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

历史性飞跃而产生的两个理论成果 ,是党的指导思

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是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

题的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服务的理论 ,作为

党的指导思想理所当然地应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行动指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

系)的真理性要坚信不疑 ,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要坚定不移 ,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目标而奋斗要矢志不移。正如党的十七大报

告所指出的 :“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

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 ,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使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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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w generalization of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about China local 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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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 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ew generalization of t he

t heoretical achievement about China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is a new title of Chinese communist

guiding thought s and is defined by main cont radictions and basic tasks at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and

experiences t he p rocess f rom exploration and creation to develop ment and is a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and open t heoretical system including Deng Xiaoping Theory , Three Represent s , and scientific devel2
op ment outlook and so 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t he t 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 h Chinese char2
acteristics avoids the defect s of two kinds of nomenclat ure of guiding thought s of Chinese communist s

and rationalizes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theoretical result and is a guiding line for Chinese com2
munist s to stick to forever in t 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Keywords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new generalization ; guiding lin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