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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学科年鉴（2006-2007）》包括六个部分，分别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组织机
构、人物介绍、科研成果总汇、学术论文、学术交流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学科2006-2007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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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组织机构（2006-2007）第二部分 人物介绍一、新增博导简介二、新增
教授简介第三部分 科研成果总汇第四部分 获奖情况一、2006-2007年度教学获奖情况二、2006-2007年
度科研获奖情况第五部分 学术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
—重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
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结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合实
际性的统一论科学发展观的民族特色生存问题与低代价发展模式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与经济增长方
式的根本性转变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文化建设重在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思考从
新的角度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和谐社会：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展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一篇寓意深刻的哲学短文——读《谈谈辩证法问题》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科书的编写及其经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进展超越传统本体论——1844-1846年马克
思哲学思想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的思考创新理念的哲学思考开辟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新
道路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现代性体验：另一种维度的现代性——试析伯曼的现代性理论中国哲学认识
主体修养论“仕”与“隐”冲突的心灵独白——《爱莲说》主题新探当前“国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
·和谐：儒家文化孕育的民族精神精髓伦理理性的张力及其限度中世纪二元对立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基
督教信念伦理产业层面技术创新的系统失效及其政策含义第六部分 学术交流“邓小平理论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述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全
国党校系统“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研讨会”综述“第一届两岸和平论坛”简述“中国发展
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2007学术年会”综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理论研讨会”综述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哲学、宗教与伦理学术报告会”综述北京“青年
哲学论坛”研讨政治哲学问题“2007年全国党校系统哲学年会会议”综述中央党校哲学部召开学科建
设座谈会⋯⋯第七部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学科2006-2007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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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总有一天会达到其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其
生产力发展的地步，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这是他们分析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正确的，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
的判断是科学的。
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对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做出的调整改良估计不足，关于资
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具体时间的分析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任何伟大人物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都要受到时间、地点、条件的局限，谁也摆脱不了这种
历史的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多次谈到这一点。
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阶段。
在该阶段，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极端对立。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描写工人在怎样恶劣条件下从事劳动，资本家怎样压榨工人，剥夺工人的剩余
劳动，这确实是当时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抗，看到的是深刻的社会
矛盾，看到的是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正是从活生生的现实矛盾分析中，他们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
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形成了科学社会
主义。
同时，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现实，也使得他们在估计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
本主义的具体时间上，产生认识上的局限性。
　　列宁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认为，垄断代替竞争，并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殖民地与宗主国、帝国主义国家乏问的三大
矛盾进一步激化。
帝国主义各国为进一步瓜分殖民地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列宁认为，深刻的社会矛盾证明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必然要被社会主
义所取代。
从长远的、历史的趋势看，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资本主义灭亡的具体时间的判断上也是有局
限性的。
　　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后来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内外交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工人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
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世界许多进步人士都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感觉社会主义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
正是在这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犯了“左”的错误，狠抓国内阶级斗争，忽视发
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狠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
政治体制，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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