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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鸦片战争开始，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力图探索出一条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一理想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始终。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义和团运动，中华儿女始终在苦苦探索着。
辛亥革命结束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近代中国革命进步打开了新的一页，但很快又陷入军阀混
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创造了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3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启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
度得到巩固和完善的伟大革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探索了一条真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
裕的伟大道路。
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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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
本书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社会背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进程为实践基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框架结构和基本特征作了阐释，对理
论体系涵盖的思想路线、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布局、党的建设等内容作
了展开论述，对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发展中的地位作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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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的思想。
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表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想些方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
我国的政党体制，实行什么体制为好？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这是一个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党的八大正式确认了这一指导思想。
党的八大提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问题，毛泽东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问题等．以期完善党
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的方针，认为这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
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体制，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造。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健全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各级党组
织中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的思想。
苏联在思想文化体制上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绝对统治地位，领袖言论成为裁判真理的
标准，不允许各种学派和各种学术思想自由争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对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造就一支
强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有一套长远设想，提出要有一个十年规划。
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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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强国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重点书系”中的一本，同时也是由我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课题批准号：2008JYJW001）的研究成果。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成员主要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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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各章节撰稿的作者有（以撰稿章次为序）：顾海良，袁银传
，李楠，石云霞教授、博士生导师，熊启珍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松副教授，左亚文教授、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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