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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根据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
学的通知》的精神，作出了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
要求“对所有的硕士研究生都要开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
随即国家教委政教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硕士研究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教学研讨会，并
组织部分高校教师编写《“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要点》作为指导性的试用本，同时，也
作为衡量该课程教学质量的基本规范。
开设这门课程很有必要。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的一门首要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学术性、现实性很强的课程。
它对研究生在高层次上进一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通晓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
义运动的发展规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和作用。
可见，这门课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其教学目的不仅在于讲授相关学科的知识和史实，“授业解惑
”，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传道”，锤炼理想和信念，以便真正做到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统一。
然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
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尖锐而复杂的问题，加大了这门课程教与学的难度，对教师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这些挑战、冲击、问题、困难和要求，也成为我们推进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加强这门学科的
研究和探讨，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源泉和动力。
编写一本《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生教学用书是我多年的愿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2版）》是在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2002）的基础
上编写的教材的修订版。
在对社会主义作了全新的释义基础上，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社会主义观，当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
明、执政党（政党文明）“六个文明”建设及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内容，力
求体现该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现实性、针对性、科学性、思想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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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这是在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的社会主义亦即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作
为一种社会实践运动的社会主义的结果。
能否建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是衡量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运动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
成败的标志。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一般是指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它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社
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等构成的制度体系。
应当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亦即共
产主义制度的探索还只能作为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未来目的的理论形态而存在，还不能够成为直接的现
实的社会制度。
所以，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1]这里的“状况”和“理想”就是与“现实的”运动相对应的理论形态的社会制度，这里的“不应
当确立”、“不应当与之相适应”，不是指不要确立、不要与之相适应，而是指还没有条件确立、“
不能与之相适应”，作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成功了的或胜利了的现实运动之后才有可
能。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同后来的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因为伯恩施坦只注意“运动
”即过程而轻视“目的”或结果，他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就是：“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一种歪曲和否定。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又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次“左”倾错误划清了界限，这种“
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不顾社会主义运动和制度的客观现实条件，一味追求主观的“目的”和“理想
”而忽视或超越必要的“运动”或过程、阶段，结果欲速则不达，从而造成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失误和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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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2版)》：研究生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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