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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国社科院党组决定撤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新成立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并于2005年12月26日在社科会堂召开成立大会。
大会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5年来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对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程恩富、侯惠勤主编的《创建国际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成立五周年文集)》将大会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所做的讲话和所提交的论文结集成册，以期能够总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继
续保持和发展成为中外双向交流的世界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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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特殊性和创新性而言，我们还必须看到：　　第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我们要肯定，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在全
世界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对此一再强调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①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国国情、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其具体化和中国化，才能发挥指导作用。
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和丰富的历史
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探索和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及在新时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形成了两次历史性的认识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共性、普遍性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个性和特殊性的
具体和历史的统一。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新”就新在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是进一步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是有利于加快
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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