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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复兴梦得以实现的极好机遇，
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建立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共产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还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文
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民主法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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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谐社会，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处在传统（古）与现代（今）、中国（中）与外
国（外）、科学与人文的碰撞带来的冲击之中，而不管你主观上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之初出现的困惑，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发生的争论，改革开放攻坚时期发生的多
层次多侧面的矛盾，你只要稍微深入地考察一下这些困惑、争论、矛盾及其背后的思想动因和表现出
来的社会心理，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都是由古今、中外、科学与人文的碰撞带来的，涉及如何处理个
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经济政治与文化、自由与秩序、利益与道德、权利与责任、干
部与群众、地方与中央等一系列结构性的矛盾。
而且，这种矛盾对我们的冲击，不是单向度的冲击。
它对于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并需要大智慧来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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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君如，1947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
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科学社会主义学
科首席专家，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主张贴着中国的现实展开理论思维的翅膀。
长期以来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主持编写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
理论问题学习纲要》。
出版了数十部著作，其中由《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
当代中国》组成的“毛泽东研究三部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在1998年荣获第十一届中国图
书奖。
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和各类文章，其中《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解放日490）1991年6
月5日）获1992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
与夏禹龙合著，《解放日报》1992年10月7日）获1993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
。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现在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
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会长。
座右铭是：山水同乐，又仁又智；学思相兼，不罔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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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　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第二编　科学发展走向5　当代中国政治走向之一：科学
发展6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7　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8　树立科学发展观与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9　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10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十大关系11　构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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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观21　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问题附录　我们应当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研究22　法治和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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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统一中构建和谐社会30　认真总结党在和谐社会建设问题上的历史经验附录　和谐社会建设与党史
研究3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第四编　和平发展走向第五编　关键在党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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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导论　　当代中国，对一些人来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起点，对一些人来讲是一个永远难
解之谜，对另一些人来讲则是一个莫名的恐惧。
希望，神秘，恐惧，来自对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各种解读，更来自对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各种理解。
我希望人们对希望更充满信心，用探索来取代神秘，把恐惧留给历史。
因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是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这些文明元素构成的
文明中国的走向。
　　1　中国梦　　2005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6个国庆节。
我坐在从北京飞往上海的飞机上。
航班号MU5102。
　　满脑子构思着《中国梦》写作提纲的我，看到空姐送过来的一摞报纸中有一篇我喜欢的文章。
题目是《中国与全球化九个问题》，刊于9月30日的《环球时报》。
它译自美国《全球主义者》杂志，原题为《中国与全球化》。
这篇文章写道：“中国现在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牵动世人的心，不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全球关注的安全
问题，甚至中国颁布的法规都会引起关注。
中国是全球最有活力最受瞩目的国家。
在本文中，我们以问答的形式来解答一些人对于中国经济及其他情况的疑惑。
”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中国？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认为：“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的
崛起，这就是原因。
”　　——中国有什么与众不同？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专家马丁?沃尔夫说：“有些国家本来就重要，有些国家发展成为重要角色，有
些国家具有极大推动力，而中国三者都有。
”　　——关于中国最大的疑问是什么？
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鲍勃?塞缪尔提问：“中国是一个吸引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和投资的磁石，
还是不断产生需求来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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