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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寻
找适合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并将其积累的丰富经验提升为理论，用
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是相对于“第一次结合”
而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1949-1966年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为研究对象，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
和艰巨性，从现时代的高度阐释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及其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揭示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之
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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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是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掌握政权的，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苏联也是由无产阶级的政党——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
可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般说来，只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存在，不允许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带有
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派别和团体存在。
而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虽然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但并不排斥其他民主党派的存在，共产党
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并存，互相监督”，共同管理国家。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参与政府工作和国家管理。
这一制度显然有别于苏联苏维埃政权的“一党制”。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
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它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最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研究国家结构形式时，总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去分析各种国家结构形式。
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出发，原则上主张实行单一制，反对联邦制。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民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
权。
这种制度是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相结合，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相结合。
它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有利于少数民族参加国家和本民族内部事务管理
，提高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实现共同繁荣。
　　2.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确立　　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以后，“将利
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
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②在我国，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就迫切地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但是，同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不同，同苏联在资本主义有了
一定发展只是不发达的情况也不一样，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现代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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