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编　委　会

主　审：卢烈英　戎毓春　郭欣根
主　编：杨学兵
副主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军福　刘　萍　景延鹏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琪　王军福　元建基　卢烈英　田明清
戎毓春　刘　萍　乔　潮　朱丹晶　闫红茹
孙莹娟　李文诠　李新萍　吴修国　杨学兵
杨公科　郑新先　赵小英　赵翁琴　贾剑锋
高宏飞　郭欣根　梁　栋　康亚红　商冬玲
景延鹏　鲁　甜　詹三瑞　雷　伟　魏东斌



书书书

目　录

绪　论 ／１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科学内涵 ／７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８

（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９

（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１２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１３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１３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１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意义 ／１７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２１

一、毛泽东思想 ／２２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２２

（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２３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２４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２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２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２７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３３

（四）在新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３４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精神实质 ／３５

（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３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 ／３６

（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贯穿始终的精髓 ／３９

１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４６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４７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４７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５２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５３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５３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５６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５８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６０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６３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６５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６６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 ／６６

（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 ／６７

（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７０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历史经验 ／７３

（一）适合和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７３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及其评价 ／７７

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７８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确立 ／７８

（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意义 ／７９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理论 ／８２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 ／８３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８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８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理论 ／８７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８７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和主要特征 ／８８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９０

２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９１

（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 ／９３

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９５

（一）社会主义本质 ／９５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９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１０１

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１０４

（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１０４

（二）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 ／１０６

（三）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１０７

第六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１１１

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１１２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１１２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１１３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１１４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然性 ／１１５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１１６

（三）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１１８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１１９

（一）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１１９

（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１２０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１２２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１２４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１２４

（二）把推动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１２７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 ／１２８

第七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１３５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１３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 ／１３６

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１３８

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 ／１４０

（一）人民民主专政 ／１４０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１４１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１４３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１４４

（五）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１４５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１４７

（一）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１４７

（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１４８

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１４９

（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１４９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１５１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１５１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１５４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１５５

（一）文化和文化建设 ／１５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与内涵 ／１５６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１５９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 ／１５９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任务 ／１６１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１６４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１６５

（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与任务 ／１６６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方针 ／１６７

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１６８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１６８

（二）推进文化传承、借鉴与创新 ／１６９

（三）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１７１

４



第九章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１７３

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１７４

（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涵义 ／１７４

（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１７６

（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１７７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 ／１８０

（一）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１８１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 ／１８１

三、创新社会管理 ／１８４

（一）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 ／１８４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１８５

第十章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１８９

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 ／１９０

（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 ／１９０

（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和重要意义 ／１９２

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 ／１９４

（一）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１９４

（二）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１９５

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战略举措 ／１９６

（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１９６

（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１９７

（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１９８

（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１９９

第十一章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２０３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意义 ／２０４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 ／２０４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 ／２０７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２０９

（一）香港、澳门问题的由来与回归 ／２０９

５



（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２１１

三、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 ／２１２

（一）新形势下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丰富和发展 ／２１３

（二）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 ／２１５

第十二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２１９

一、当今世界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２２０

（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２２０

（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２２３

二、中国的国际战略与对外方针政策 ／２２５

（一）中国的国际战略 ／２２６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２３２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 ／２３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２３９

（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

／２３９

（二）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２４１

（三）巩固和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合作 ／２４３

（四）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２４４

（五）人民军队是保卫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２４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２４６

（一）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 ／２４６

（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２５２

结束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２５９

后记 ／２６６

６



绪　论

一、“概论”课的性质和目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 “概论”）是我国普
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各专业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核心主干课程，是对大学生系统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
地，是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依托的课程。

本门课程着重讲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代特征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历史进程，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帮
助大学生系统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
基本原理，重点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任务、总布局，理解社会主义
建设的基本规律；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指导中国革
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为
激发大学生正确学习其他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专业知识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
指导；培养和提高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帮助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概论”的主题、主线和重点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虽然各自有其产生
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但在探索中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方面，它们是
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不仅表
现在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为中国以后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表现在毛泽东第一个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要
实行 “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且对中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

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毛泽东思想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方向、

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指导着我们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向前进。包
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
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
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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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为重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
分析。

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就是结合中国共
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领导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充分反映党的
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阐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
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
践，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的现实经验和实践意义。

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点，就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方面不是平
均使用力量，而是把主要力量放在阐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一方面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风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就是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
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因为要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过去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正是为了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
基础，提供政治和经济前提。因此，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一条基
本线索就是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三、“概论”教材的体系结构

“概论”教材由五大部分十三章、绪论和结束语构成：

第一部分，绪论。概述 “概论”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分析 “概论”课的
主题、主线和重点，介绍 “概论”教材的体系结构，论述学习 “概论”的意义和
方法。

第二部分，总论。设两章，第一章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二章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第三部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集中阐述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
个独特的原创性内容。设两章，即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理论和经验；第四章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经验，

这两章的内容是毛泽东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是在探索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继续对如何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探
索，这个过程中既有新的发展，也有因为缺乏经验和某些时候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而产生的重大失误。

第四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八章，也是教材重点分析的部分。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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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相对独立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祖国完全统一和外交政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
力量和领导核心。

第五章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总依据理论、总任务理论和社
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第六章至第十章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理论，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设一章单独分析。

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讲祖国完全统一和外交政策，包括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构
想和实践、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第十三章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执政党建设理论。

第五部分，结束语。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内涵、实现路径
及基本要求，帮助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激励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四、学习 “概论”课的意义和方法

“概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分量最重的一门课程，是每一个大学生
的必修课。学好这门课程，必须明确学习目的和意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一）学习 “概论”课的意义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担负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光荣使命。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大学生个人成长和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第一，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大学生明确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思想决定着人
的行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恩格斯讲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

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一个执政党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武器，具有科学
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才能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真正承担起推动历
史前进的领导责任，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马克
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
础。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先后创立了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概论”课是一门理
论性政策性很强的课程，它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的具体化。学好这门课，能使我
们了解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它所带来的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进而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更充分的
理解党和政府所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自觉地拥护并贯彻执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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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人的行动受思想
的支配，“概论”课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它对于培养学生的政
策理论水平和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是国家宝
贵的人才资源，其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如何，能否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
大学生不仅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劳动技能，更要注重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理论
水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
的伟大理论成果，学习 “概论”课对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
有现实指导意义，能使大学生更好地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认识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建
设，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特点，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和思想政治素质，从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取得更快更好地进步和更大的人生
成就。

第三，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增强鉴别理论是非的能力。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各种思想观点也会影响青
年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国际上看，一方面，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对我国青年一代进行 “分
化”和 “西化”的图谋一天也没有放弃，西方个人主义思潮、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
扩大其传播和影响的范围。从国内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
各层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突出的问题是市场经济负效应带来的急功近利、

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青年大学生的消极影响。社会政
治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商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经济生活中的坑蒙拐骗现
象，文化生活中黄赌毒泛滥等现象，严重地冲击着青年大学生的心灵。相当一部分
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发生动摇。思想理论上的清醒，是理想信念坚
定的基石。大学生要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分析的理性基础之上。学习这门课程，

有助于大学生立足当代中国实际，认清中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世界形势深刻变
化带来的新课题新挑战，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就，认识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从而提高运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在复杂快速多变的社会中坚定立场，坚定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学习 “概论”课的方法

学好 “概论”课，必须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第一，端正学习态度。“概论”课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的特征。 “概论”

课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最终目的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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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可靠接班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人才。“概论”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作为一个系统来讲授，有
助于大学生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因此，它具有
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本课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成过程融合了几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
结合最为密切、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更好地适应了时代发
展的要求。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指导我们学习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社会现象分析的理论武器。理论学习比较枯
燥，一定要下苦功夫，注重领会其精神实质。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也是我
们学习本课程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和根本要求。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以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大局，联系社会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既包括联系社会实际，也包括联系自
己的思想实际及行为实际。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
对教条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和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教条主义
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 “本本”和字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
的大敌；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
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容易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往往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
些不正确的东西，从而肢解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
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另一方面要学以致用，有的放矢。

要运用所学理论分析现实社会问题，以提高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联系自
己的思想实际及社会热点问题，运用科学的理论观点有针对性地分析、思考，解决
深层次思想问题，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

第三，投身社会实践。“概论”课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或实践性的特征。马克思
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武器，更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曾经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
在于应用。”科学的理论来之于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及理论成果。学习 “概论”课，要坚
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

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要将
书本知识的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一方面，要认真阅读教材；同时广泛学
习与本课程相关的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另一方
面，要积极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接受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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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加深对书本理论知识的理解。

第四，勤思考抓重点。在学习 “概论”课的过程中，要善于思考，积极参与讨
论活动，对不懂的问题，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多动脑筋思考，多想想为什么；

通过相互间经常讨论，可以取长补短，弄清是非，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要注意关
心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抓重点也是学习 “概论”课的又一重要方法。 “概论”

虽然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但它融合了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
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教材中的理论知识点比较多，所
以，一定要抓住重点，掌握每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和基本内容，努力在掌握理论的科
学体系上下工夫，在掌握基本原理及其精神实质上下工夫，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并用以指导实践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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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１８４８年２月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形成。马克

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的产生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划时代的

伟大变革，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不朽丰碑。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的发展，

而是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它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与实践相结合，

不断地创新发展。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它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是极其深

刻和丰富的。

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从不同的侧面作出解

读。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

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

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

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

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

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

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使用。从狭义上说，马克思

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

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

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

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等对其继

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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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其深
刻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

１．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

１８世纪６０年代，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基本完成。１８４０年
英国工业革命取得胜利，成为开拓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先锋。到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工业
革命逐渐扩展到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到１９世纪，英、法、德、俄、美、日等
国均取得胜利，使世界性资本主义制度得到最终确立和巩固，历史跨进了一个新的
时代。

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同时又产生了
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促使人们全面思考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社会历史发
展的规律等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对抗性，
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成为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又引发、加
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两个最基本阶级———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
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因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社会革命的性
质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的条件和基础。

２．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开始发
展、激化，周期性地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资本主义经济
危机使工厂停工，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给无产阶级和
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从１８２５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各主要资
本主义都相继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工人遭受不堪忍受的困苦。伴随着经济
危机而来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和斗争的加剧。

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经过了从产业革命初期破坏机器的自发斗
争到自觉斗争的过程。随着无产阶级队伍迅速成长、壮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的斗争也日益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法国、英国、德国接连爆
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１８３１年在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了第一次起义，

１８３４年举行第二次起义；１８３８年在英国爆发了延续长达十余年的、声势浩大的、全
国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１８４４年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起义。法国、
英国、德国工人的三大起义，表现了无产阶级高度的政治觉悟与英勇精神，显示了
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上的威力，标志着现代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
了历史舞台。但是，由于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工人的几次
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它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在早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
的自发性，特别是还没有形成科学地反映其历史地位和社会使命的革命理论。这就
迫切需要总结和升华无产阶级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科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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