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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国思想理论界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科学
概念和命题反响热烈，广大理论工作者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出了一大批成果。
为了反映研究现状、汇集研究观点、凸显研究方向、展示研究成果、把握研究趋势、共享研究资源，
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研究宣传，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分若干专题梳理归纳党的
十七大以来特别是2009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观点，并作简要评析。
　　鉴于广大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关系研究、形成与发展研究、
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基本问题研究、逻辑结构和基本特征研究、基本精髓研究等展开，本书的框架
如下。
　　第一章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观点。
旨在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同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我国实际的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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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在综述方面做到全面准确、重点突出，在评析方面做到有理有据、简洁透彻；同时也反映需
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的研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条件的研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
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深化科学发展观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思想新贡献的研究；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的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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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类观点认为，思想体系的发展总是承前启后、螺旋式上升的，既没有凭空发展，更没有静止
不变，而是客观实践发展前后接续、螺旋式发展在观念上的反映与提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毛
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具有奠基性的贡献，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
能把毛泽东思想排斥在外。
　　有的学者在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后提出，
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方法论上的短视，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
该论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共同的思想路线，有着共同的哲学
基础特别是认识论基础，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等方面坚持共同的基本原则，看不到这些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看作是同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这是只从表面看问题，是方法论上的短视。
看不到思想之间在发展中的吸收借鉴与交汇融合，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毫
不相干，甚至以为是互相矛盾，这实际上是在孤立地看问题。
②　　一些学者从分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发，论证了不能把毛泽东思想排斥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理由。
有的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致力于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合。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
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没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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