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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的教学要求，
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
研究》选择了十三个专题，即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实践观、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社会发展的动力
和规律、“以人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及其历史走向、社会主
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关于共产主义本质规定的若干问题、认识的本质
和规律、哲学价值论，突出重点而又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
了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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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引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一、时代孕育了马克思主
义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 三、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理论体系、根本特征和理论品质 一、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统一
的根本特征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一、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时代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革命 三、马克
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专题二科学实践观 第一节实践概念的流变及创新 一、实践概念的提出及
传统意蕴的终结 二、实践概念的创新 第二节实践的基本特征、基本形式及社会功能 一、实践的基本
特征 二、实践的基本形式 三、实践的社会功能 第三节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和总体性地位 一、
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 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规定 三、实践与科学社
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专题三社会的本质和结构 第一节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源地 一、物质世界
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 三、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 四、社会
历史的主体和客体 第二节社会是有特定结构的有机体 一、社会有机体及其结构 二、社会的经济结构 
三、社会的政治结构 四、社会的文化结构 第三节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社会形态
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二、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三、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和
选择性 四、社会形态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五、社会形态发展的动力系统 专题四社会发展的动力和
规律 第一节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社会发展规律的特点 二、社会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四、社会基本矛盾推
动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 五、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 第二节阶
级矛盾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一、阶级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直接表现 二、
社会革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斗争的最高表现 三、社会改革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节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一、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作用 二
、当代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第四节人民群众是
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 一、人民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历史主
体地位的一致性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专题五“以人为本”理论 第一节“以人为
本”的历史渊源 一、认识论层面的人本主义 二、本体论层面的人本主义 三、价值论层面的人本主义 
第二节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一、“以人为本”是以什么“人”为本 二、“以人为本”是以人的
“什么”为本 三、“以人为本”是“什么人”以人为本 四、“以人为本”的“本”是什么 第三节 “
以人为本”的终极追求 一、不必讳言“个人”：马克思主义有“个人观”  二、个人之外没有人：“
以人为本”必须体现个体向度 三、社会之外没有人：“以人为本”不能降低为以个人为本 四、“以
人为本”在现阶段实质上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五、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以每个人为本
”的社会 专题六劳动价值论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一、马克思主义劳
动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揭示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随着资本主义变化而不断发展
三、当代资本主义对劳动价值论提出新的挑战 第二节当代劳动的变迁与价值创造 一、科技劳动与价
值创造 二、管理劳动与价值创造 三、服务劳动与价值创造 第三节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
实践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思考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劳动价值论 三、社会主
义分配制度与劳动价值论 专题七剩余价值论 第一节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一、劳动力成
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及劳动力商品的特点 第二节资本主义生
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剩余价值的生产 二、资本的循环周转与再生产 三、剩余价值的分割 
⋯⋯ 专题八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及其历史走向 专题九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专题十列宁对社会
主义道路的探索 专题十一关于共产主义本质规定的若干问题 专题十二认识的本质和规律 专题十三哲
学价值论 附录一：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述评 附录二：主要阅读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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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路线。
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政治路线，又是组织路线；既是认识路线即根本的认识方法，又是工作路线即根本
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一致的。
广义的群众路线，包括正确对待群众的根本观点——群众观点，也包括正确地依靠和领导群众的根本
方法。
狭义的群众路线主要是指后者。
 科学地概括和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重大的理论贡献之一。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运用于实际斗争，使之中国化、实践化，从而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
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
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之一。
从根本上说，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都离不开群众路线。
 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
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决定了党的根本性质和作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
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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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选择了十三个专题，即马
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实践观、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以人为本”理论、劳
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及其历史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列宁对社
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关于共产主义本质规定的若干问题、认识的本质和规律、哲学价值论，适合从事
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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