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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荏苒,风云激荡。当今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面貌展现

着惊人的变化,人们如何抢抓机遇、提升素质、应对挑战成为一个值得探索

的新课题。因此,终生学习、致力成才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现代远程教育

和成人高等教育也就成为了帮助成人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路径。

现代远程教育是利用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传授知识

的一种全新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成人高等教育是指针对符合规定标准的在

业或非在业成年人实施的高等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教育信息化、大众化以及构建终

身教育体系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和优势。为使现代远程教育和成人高等教

育更好地适应成人的学习特点和需求,我们组织出版了该系列丛书。这套丛

书可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也可作为网络课程的核心内容。

该系列丛书的作者,都是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教学名师,具有丰

富的教学经验。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结构严谨、层次清晰、重点突出、

难点分散、文字通俗、分量适中,以体现教材的指导和辅导作用,引导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学、思、习、行的统一,充分发挥教材的质疑、解惑和

激励功能。该系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鲜明特点:一是教育理念先进。

遵循现代远程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理念,使教材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

规律,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二是内容安排科学。充分反映了每门课程发

展的最新成果,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结构合理、详略得当。三是编写内容

生动。结合图片、案例等进行讲解,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四是思考训练丰

富多样。在课后习题的设计和编排上,通过练习和案例相结合的形式,努力

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觉悟的统一。可以说,这是一套大胆实践、

勇于探索的创新教材。本书第2版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高校的充分肯定

和高度评价。为了进一步适应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实际和需要,我们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组织教材编写委员会的专家对这套系列教材作了全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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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出版了第3版。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力图在教材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

简明性和学习的方便性上做得更好。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本学科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职业与成人教育协会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相信这套系列教材在同行专家学

者的指导和帮助下一定会不断地完善和提高。同样,经过精心培育的现代远

程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必将胸怀理想,发奋攻读,为描绘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蓝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青春、智

慧和力量!

内蒙古自治区成人高等教育教材编写委员会



沧海桑田,岁月如歌! 我们生活在崭新的21世纪,驻步凝思,中国

在20世纪以来的风雨征程中,经历了屈辱、革命和胜利,在机遇和挑战

中不断走向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经历了迷茫、觉醒和选择,

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自强不息奋斗90多年的峥嵘岁月和光荣业绩,如同一幅逶迤又气

势磅礴、雄浑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

际日益结合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历

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精心培育的一代代有志之士不断探索,英

勇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谱写了壮丽的人生之

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更应当认真学习毛泽东思

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

命,努力成长为 “四有”新人,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谱写出更加壮丽

的篇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就是适应这

一需要的重要读本。

这本教材系编者根据教育部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2013年修订

版教材和教学大纲使用的通知》的基本要求,依据中共十七大和十八

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融入最新的形势与政策,结合现代远

程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的实际倾力编写而成。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容安排的全面性。根据实际,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内容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结构合理,详略得当。二是语言

文字的活泼性。在表达准确生动的基础上,努力增强教材的可读性,言

之有理,言之动情。三是编写体例的生动性。充分运用图片、典型案

例、名言警句、书法和文学作品等表现形式,图文并茂,画龙点睛。四



是教育方式的科学性。充分运用多种思想教育方法,并把显性教育和隐性教

育有机结合,努力提高教育的实效性。五是配套练习的丰富性和思想性。本

书根据教学需要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增加和删减。

大浪淘沙,方显真金本色;风雨冲刷,更显青松巍峨! 可以相信,经过

精心培育的现代远程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一定会肩负使命,服务人

民,奉献社会,为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蓝图,为中华民族在21
世纪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无愧

于伟大的党!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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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学习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人民解放、民族振兴、国家

富强并进而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问题而形

成的智慧结晶。

【学习要求】

1.重点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含义、历史进程和重大意义;

2.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历史的必然性

和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和指

导意义。

3.重点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尤其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指导意义。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

精髓。

【学习重点、难点】

学习重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

要内容和指导意义。
学习难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和精髓。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和认知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浅到深、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一个由少数

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发展过程。
(一)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

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

20世纪初,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在纷至沓来



的西方思潮中逐渐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入中

国,它就必然要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的 《再论问题

与主义》一文中就已经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

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

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

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早领悟。
(二)毛泽东首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

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

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

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便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

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要 “使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就是使其每一表现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

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三)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虽然是毛泽东明确表述的,但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后,党的许多早期领袖和革命家,如李大钊、蔡和森、张闻天、邓中夏、恽

代英……也都表达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思想,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

过探索。随着历史的发展,经过延安整风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广泛的共

识。在1945年5月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 《关于修改党章的

报告》中,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明确使用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作出了最为杰

出的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

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

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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