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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
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此后，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
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
源泉。
”“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
”在“五三一讲话”中，他又强调：“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
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理论创新的楷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我
们党坚持在新世纪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
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引导中国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是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
列，真正做到“三个代表”的保证。
　　近几年来，本市理论界深入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理论创新的指示，按照市委领导的要求，
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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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
”“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
”在“五三一讲话”中，他又强调：“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
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理论创新的楷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我
们党坚持在新世纪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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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体制、机制与法治科学地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确立“新的活劳动价
值一元论”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前沿问题研究人世后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东西部联动开发与城
市化扩张性财政政策结构体系战略性调整的思考和建议关于服务贸易的几个重要问题社区：中国政治
建设的战略性空间关于发展党内民主若干问题的思考入世与党的作风建设优良作风与制度建设公共性
：加入世贸组织后现代政府管理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兼析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八个热点问
题论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建设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
比较研究意义世界的勘明论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辩证统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信息网络时代与计算
机伦理人文教育的位置建设先进文化与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小康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理论作为
政策工具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环境的三个因素以及三个层次的政策分析抓住时代主题，推进经济全
球化与国际关系的新发展中国崛起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与中日关系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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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毕竟有所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组织形式、志愿者组织、环保组织等，与其政权具有对
抗性，都很值得研究；我们过去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的自我更
新却估计不足，私有制虽未从根本上改变，但其社会化程度却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国家通过所得税、
遗产税等方面的政策调节，使得私有制创造的一部分财富为社会公共所用，即所谓“私有公用”；我
们过去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各种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但对它们虽未在整体上没有超越唯物史
观，可在某一局部深化、修改了马克思主义某一结论却估计不足。
机械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不借鉴资产阶级的统治
经验，更是愚蠢的。
　　纵观中国以往的理论创新，大都发生于两种情况下：一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相对软弱，无暇
或无力关注思想界的动态，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
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当时周朝中央政权失控，地方诸侯忙于火并，诸
子百家“因祸得福”；近代之所以出现新文化运动，亦因当时的中央政府软弱，军阀忙于混战，知识
分子有了一块思想的天地。
二是中央政府发动创新。
即由中央政府提出一个创新命题，引发知识界的开掘拓展运动。
这两种情况下的理论创新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种情况下的理论创新要以削弱中央权力甚至出现分裂割据为代价，这是为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的
，因为分裂割据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
第二种情况下的理论创新要以中央政府发动为前提条件，谁有权力，谁才有资格进行理论创新，而人
民群众实践创新与知识分子理论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却有可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新中国成立后，在理论创新方面也是有挫折的。
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政治权力和理论创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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