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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以 “研究综述”形式反映当代中国若干政治问题一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这一

想法源于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点招生研究方向设置时。现在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当代中国若干政治问题研究综述２０１０》，是我们的再次

尝试。

初步实验是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出版的 《当代中国若干政治问题研究综述２００９》，

选择了十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政治社会化、政治文明、政治传播、廉政

文化、政治心理、政治发展、高校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科技异化、政府信息资源

共享。

本 《研究综述》选择了十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早期探索、政治文明、中国政治传播、中国政治沟通、政治社会化、中国和谐政

党关系、廉政、依法行政、高校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法治化研

究综述。试图动态地反映这些问题的研究轨迹、研究重点、研究走向，能够为这

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较系统、翔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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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综述

　　２０１０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现将关于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研究概况

进入了２０１０年后，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达到了近年来的顶

峰。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对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基本概况进行比较系统

的归纳和整理。

１．著作名目

据对国家图书馆的检索，２０１０年出版的书名中含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字样的著作只有３种，即：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年月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

献研究
毛玉美 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０８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 冯刚、张东刚 光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００４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旭炎等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１１

　　２．期刊论文篇目

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２０１０年篇名中含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字样的

文章就有５０４篇。其中ｃｓｓｃｉ期刊的论文有１０３篇，代表性的篇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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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若干政治问题研究综述 2010Dangdaizhongguoruoganzhengzhiwentiyanjiuzongshu

篇名 作者 刊名 年／期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再认识 周晓桂、邢晓红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１０／０１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姚迎春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１０／０１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维度 刘妍、王滨 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１０／０１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条件、

路径、方法
姚恒、苗佳瑛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研究
２０１０／０２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特点 朱潇潇、左皓劼
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
２０１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教育
黄蓉生、白显良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０／０２

理论创新视野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方小年、曹根记

当代世界与社会

主义
２０１０／０２

日常生活理论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传播
谢加书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０／０５

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

启示
侯松涛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０／０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

分析
张雪娇

当代世界与社会

主义
２０１０／０３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推

进中的 “四个统一”
芮鸿岩、张陟遥

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
２０１０／０５

隐性教育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启示
张雪凤、王滨 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１０／０３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科建设路径

思考
张雷声 高校理论战线 ２０１０／０６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思考
丁军、刘爱军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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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作者 刊名 年／期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杨谦、杨文圣
马 克 思 主 义 与

现实
２０１０／０４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反思与

展望
郝清杰

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
２０１０／０７

灌输理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吴远、吴日明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０／０９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中的语

言艺术探微
崔青青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研究
２０１０／０５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价值：以人的

需要为视角
严宏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１０／０５

意识形态领域新挑战与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
王永贵

当代世界与社会

主义
２０１０／０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体性解读 洪建设、赵麟斌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１０／０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路径的

选择
宋周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１０／０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神动力 惠晓峰、郝琦
马 克 思 主 义 与

现实
２０１０／０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体现人民的主体性 谢晓娟
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
２０１０／１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维度 刘妍、王滨 求是 ２０１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视角 衣俊卿 求是 ２０１０／１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范式及其演变 林国标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学报
２０１０／０３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环境 高敏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学报
２０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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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作者 刊名 年／期

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

与实践
王桂泉、徐海峰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学报
２０１０／０５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探析 王勇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学报
２０１０／０５

让当代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

有力的推动者
赵国友 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１０／１８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意蕴探析 熊建生、张振华
思 想 理 论 教 育

导刊
２０１０／１２

把握当代大学生特点　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李志军、黄明伟 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１０／２２

党的十七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问题研究综述
王金艳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０／０６

双向互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内在逻辑
侯小慧

思 想 理 论 教 育

导刊
２０１０／０７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哲学意蕴 钟志奇、杨全海
思 想 理 论 教 育

导刊
２０１０／０６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高校德育理论

创新和学科建设的使命与责任
张静 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１０／０１

　　３．博、硕论文篇目

（１）博士论文

据对中国知网博士论文的检索，２０１０年题名中含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字样的博士论文有２篇。

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时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姜洁晶 中共中央党校 ２０１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曹根记 湖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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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综述

　　据对中国知网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检索，２０１０年题名中含有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字样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３７篇。

４．项目名目

（１）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省市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时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之关系研究
陈德祥 湖南 吉首大学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０

传播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研究
张晓峰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建设

研究
林国标 湖南

中共 湖 南 省 委

党校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０

网络传媒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研究
梁丁丁 广西

桂林 电 子 科 技

大学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中的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变革研究
吴琼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青年项目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艺术

研究
杜超 河南 信阳师范学院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０

　　 （２）教育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省市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时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当代特点研究
陈万松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一类课题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当代特点研究
田克勤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 一类课题 ２０１０

划清 “四个重大理论界限”与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刘丽琼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一类课题 ２０１０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

述研究

张琼 河南 河南农业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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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省市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时间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

述研究

刘建萍 北京 对外经贸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典型案例

研究
张远新 上海 上海政法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典型案例

研究
张红云 山东 临沂师范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研究
林庭芳 重庆 西南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研究
李燕 甘肃 兰州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

文化关系研究
刘红英 湖南 湖南理工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

文化关系研究
杨宏雨 上海 复旦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艺术

研究
高敏 安徽 安徽工业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艺术

研究
方小年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世

界性与民族性研究
章仁彪 上海 同济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

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张五钢 河南

河 南 职 业 技 术

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

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亢犁 重庆 西南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

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杨建科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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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综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省市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时间

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高燕宁 辽宁 沈阳师范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王让新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钱同舟 河南 河南工业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依托高校学生理论社团建设推

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葛振国 山西 山西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依托高校学生理论社团建设推

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冯皓 云南 云南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依托红色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研究
左益 重庆 重庆文理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依托红色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研究
杨晓苏 贵州 遵义医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思想政治课建设与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研究
李玉鸿 新疆

新疆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思想政治课建设与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研究
谭献民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思想政治课建设与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研究
徐建龙 安徽 淮北师范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成长规

律与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研究

刘广登 安徽 徐州师范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成长规

律与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研究

冯润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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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省市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时间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成长规

律与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研究

王峰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成长规

律与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研究

刘宁宁 辽宁 辽宁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把握不同学生群体特点推进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夏小华 安徽 阜阳师范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

设研究
孙兰英 天津 天津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

设研究
周玉清 河南 河南理工大学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典型案例

研究
韩庆华 山东 山东财政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

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张勤 江苏 盐城师范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研究
胡相峰 江苏 淮阴师范学院 二类课题 ２０１０

　　５．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４－２５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上海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理论研讨会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召开；２０１０年学术年会暨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学术研讨会在天津青年职业学院隆重召开；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

研究会、中央党校哲学部、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社会

科学院共同举办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研讨会，于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１—２２日在哈尔滨召开；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７日，山东省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２０１０年学术年会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

研讨会在高密市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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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９月８日，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主办、哈尔滨工程

大学承办的第五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导论坛在哈尔滨召开。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９日至２０日，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主办，大

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第七次学

科论坛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

这些学术会议都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研究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研究马克思大众化者首要了解的问题，综述

研究者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从词的结构来看，吴尚忠、沈其新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是由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个词组构成的，可以分为两种结构

形式：一是偏正结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是名词作形容词，起限定作

用，修饰名词 “大众化”，可以理解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大众化”。

二是主谓结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名词，为主语，“大众化”作动词，为

谓语，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进行 “大众化”。就第一种结构形

式而言，比较容易理解，简单地说，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大众化”而

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 “大众化”。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认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的问题。就第二种结构形式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进行 ‘大众化’”

有两层意思：一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大众的形式，以便容易被大众接

受。二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 “化”大众，成为大众的理论。①

２．从互动过程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边雪城、高峻认为，“大众

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 “化大众”，即指将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进行

宣传、普及和推广，把深邃的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让科学理

论走入生动的社会实践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

掌握群众、引导群众的过程；其二是 “大众化”，即人民大众学习、接受、实践

—９—

① 吴尚忠、沈其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探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１０年第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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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而使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的理论成为广大党员普

遍信仰、人民大众普遍接受、认同的强大思想武器，并转化为人民大众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过程。简言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 “化大

众”与 “大众化”相统一的双向互动过程。

３．从人民群众角度来看，马维振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马

克思主义 “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而不是说人民群众 “不想听”、 “不愿

听”、“听不懂”的话，就是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

接受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有效的大众化

途径，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并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① 张春

莹、平章起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 “大众话语”，深

入人心，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目标追求。理论大众化的目标是党领导

下的人民群众，将实现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② 孙晓华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是指把马克

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与大众文化结合起来，同时吸

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

色、时代特色，形成适应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具有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③

欧彦伶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通俗化、具体化、

生活化和群众化，把晦涩难懂、抽象的理论用现代话语重新诠释，转变为广大人

民群众都能明白了解的、通俗的理论，使其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思想体系之中，并

以此作为日常行为的坐标，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从 “学术界”、 “决策层”走入

“生活圈”的转变过程。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实现发展的过程，从

抽象、一般上升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由少数人理解到人民群众掌握，并最终

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思维方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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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维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路径研究》，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张春莹、平章起：《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属性和实践经验》，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１期。

武东生、孙晓华：《“大众”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刍论》，理论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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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① 白亚锋认为，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

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既着眼

于理论本身的普及，又着眼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融入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中，成为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

器；同时注意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使之升华为理论，加入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② 董立河认为， “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用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结

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让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和掌握马

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转化为他们自觉的行动。具体

说来，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在

当代中国的大众化，是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

化，是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③

４．从辩证统一方面来看，张楠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三个过

程的辩证统一：就传播范围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相对于精英化而

言的，它主要是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少数精英阶层掌握扩大为被广

大人民群众掌握的过程，也就是普及化；就传播形式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是把深奥抽象的理论转变为通俗具体的理论的过程，也就是通俗化；就传

播目的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依靠

政治权威的支撑转变为依靠政治权威和理性权威共同支撑，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来取得人民群众的认同，把它建成一种共同的价值

观念和基本的社会信仰，从而使人民群众自觉运用它来指导自身行为方式的过

程，也就是内化。这三个过程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④

５．从 “复合论”角度来看，王宇丹、于衡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这一命题，具有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从前者来说，它特指当代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从后者来说，它泛指在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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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欧彦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及实施途径》，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７
期。

白亚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解析》，太原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董立河：《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点思考》，学海，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张楠：《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思考》，陕西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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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众化，也包括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从党的十七大提出这一重大命题的直接语境

来说，它首先是一种特指的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 “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把这个理论体系大众化就是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七大提出的新概念，它从整体上概括了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概念的提出

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把握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也可以从广义上去理解，它泛指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就不

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其他方

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体说来，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是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宜

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

别是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是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在

这两个基本方面中，第二个方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是当前的

重点内容和重点任务。①

６．从实践角度来看，靳婕、吴满意认为，所谓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是指将当代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输送”于

民众之中，使之自觉地以其为指导从事实践，并以民众实践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不断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步前进的工程。② 王增

智、周楠认为，从实践上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并

还在深入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化就是指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

这条道路上，在伟大旗帜指引下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内化为广大劳动人

民群众的 “自觉追求”。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

是通过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让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逐渐

了解、理解、认同、接受、掌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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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宇丹、于衡：《关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９
期。

靳婕、吴满意：《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双向互动过程》，理论观察，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