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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正是出
于以上思考的研究成果。
目前，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不断增多，有的侧重以时间为线索的纵向发
展研究，有的侧重以学科为范式的横向综合研究，还有的侧重以实践为基础的创造过程研究等。
这些研究成果都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作为从整体上研究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旨在探索其理论的系统性与发展性，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性与价值性
，对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规律揭示的科学性与深刻性，以便我们更好地学习、理解与运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适合于从事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的教师学习、参考，适合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材料，也适于
从事不同专业的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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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意义一、有利于全面学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二、有利于认识和
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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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二、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与特征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体系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
理论品质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三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一、
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二、革命性和创新性的统三、领袖个人贡献、全党集体智慧和群众实践经验的结
晶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与价值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一、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
动指南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价值一、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
献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党建学说的理论贡献五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军队建设学说的理论贡献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交思想的理论贡献第三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价值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实践价值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
世界的实践价值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第一节 党的思想路线一、党的思想路线确立的理
论基础二、毛泽东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邓小平、江泽民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第二节 实践论
思想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一、毛泽东的实践论思想二、邓小平对实践论思想的运用与发展三、江泽民
对实践论思想的运用与发展第三节 唯物史观与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v一、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和人民主
体思想二、邓小平对唯物史观和人民主体思想的发展三、江泽民对唯物史观和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第
四节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辩证法一、中国革命的辩证法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辩证法三、社会主义
改革中的辩证法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关系的辩证法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总揽全局的重
大关系的辩证法六、科学发展观的辩证思想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第一节 毛泽东经济思
想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二、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探索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一、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理论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第四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第六章 中圜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第一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革命性
质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三、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四、创立统一战线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三节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一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实现共同富裕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五节 “一国两制”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一国两制
”战略构想的形成二、“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基本内容三、“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伟大意义第七
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一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二、正
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特点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
想的意义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一、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现二、社会主
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四、以创新的精神繁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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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文化第三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文化体制改革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四、发展教育与改革教育第四节 弘扬和
培育民族精神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理论指导二、爱国主义是当代民族精
神的灵魂三、为人民服务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四、中华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五
、当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第五节 坚持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以人为本是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二、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八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第一节 毛泽东
的武装斗争理论一、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二、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无产阶级领导的农
民-战争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与完善第二节 毛泽东的人民军队建设理论
一、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二、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三、人民战争思想四、人民战争的战
略战术原则第三节 邓小平军事建设思想一、军事建设的指导思想二、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
军队三、加强对军队的教育训练，走科技强军之路第四节 江泽民的军队建设思想一、加强国防和军队
建设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第九章 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外交思想第一节 毛泽东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一、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反对任何外
来干涉二、立足于自力更生，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三、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支持
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解放事业五、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第二节 邓小平提出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二、积极对外开放三、奉行真正不结盟政策，反对
霸权主义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五、提出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有效途径第三节 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一、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二、提出“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三、倡导新安全观四
、坚持独立自主，充当负责任的大国第四节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建立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证二、建立公正合理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框架
第十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第一节 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思想二、党的
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第二节 邓小平的党建思想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二、坚持
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三节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一、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
说的新发展二、新时期党建的崭新课题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建工程的总体设计第四节 提高
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一、强化执政意识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前提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三、提
高党的执政本领四、改善党的执政方式五、提高党的执政水平附录：重要文献（节选）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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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一方面是合规律性的必然历史进程，另一
方面又是合目的性的主体创造过程，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理论和实践活动，既要坚持和贯彻科学性原则，也要坚持和贯彻价值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处理客体和主体反映之间相互关系由客体内容
所决定的原则，是从客体方面去理解的原则，以达到合规律性。
价值性原则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处理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相互关系由主体需
要所决定的原则，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原则，以求得合目的性。
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也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而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合规律
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及其发展的基础上，并且是被实
践证明了的正确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从理论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是对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它是对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的正确反映，所以是科学的理论。
　　从实践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表现在它对实践的伟大的指导作用，中国革命的胜
利，中国2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对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之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一是因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遵
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是经过理论和实践的论证和检验的理论，它揭示了自
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真理性。
二是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是用科学而非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
的指南，而不是教条来照抄照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使之能有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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