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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着实事求是、历史与逻辑统一和开拓创新的原则，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基本经验以及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全书共分三编十一章。
第一编主要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编主要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基本内容：第三编主要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本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完整而系统，有其理论的深度；同时在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宏观把握和微观研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或创新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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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运麟，l937年生，湖北武汉人。
195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科社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
业委员会理事、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主任
。

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原著选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学
科的教学和研究。
先后承担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9项。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求是》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l60余篇，并为中
央有关部门提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专题研究报告多部。
出版学术著作、教材l7部，代表有：《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与现状》、《苏联和欧洲社会主
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政治现代化与政
治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研究丛书(五卷本)》、《变革与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研究》等
。

曾先后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社科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优秀专
题研究报告奖、教育部第三、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北省人民政府第四、五届人文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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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现代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物质前提
　　(一)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二)现代生产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生长点
　　(一)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是否坚持和正确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关系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
　三、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崇高价值追求
　　(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要求
　　(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奋斗目标
　　(三)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
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主观条件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来源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拓展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自新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二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石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第二节　“理论基石”的理论渊源与成立条件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之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之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第三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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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实现社会和谐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追求，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
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虽然涵盖了生产力、经济基础这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抓住了社会发展
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延伸、拓展到经济基础以外的社会发展其他领域，这就是
和谐社会思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把&ldquo;社会更加和谐&rdquo;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十六届六中全会
决议和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ldquo;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rdquo;的科学论断。
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的性质和状态方面的属性，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社会关系层面的集中体
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对此，胡锦涛指出：&ldquo;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
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
&rdquo;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各方面关系，使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ldquo;三位一体&rdquo;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ldquo;四位一体&rdquo;，形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
标。
如果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回答了&ldquo;什么是社会主义&rdquo;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话，那么胡
锦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则进一步回答了&ldquo;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rdquo;的
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本质推进到本质属性层面，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
　  最后，生产力发展、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
生产力发展是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
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促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的过程，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
促进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才能调动人
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获得不竭的动力之源。
因此，&ldquo;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
基础的。
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
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
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rdquo;只有把生产力发展、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不断促进
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巨大优越性。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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