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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第一章 新实践论（上）
一、《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奠基石
1.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幼年病
2.《实践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的
重要标志
3.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总公式
二、《实践论》思想的失落与复归
1.中国共产党人重蹈“左”倾教条主义的悲剧
2.《实践论》思想――医治“左”倾教条主义的
灵丹妙药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新实践论
第二章 新实践论（下）
一、“精髓论”：新实践论的奠基石
二、“生产首要论”：新实践论的核心和“第二次
历史性飞跃”的主要哲学基础
三、“摸论”：实践认识论总公式的形象化、实用
化概括
四.“猫论”：以生产力标准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
根本标准
第三章 生产力首要论
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1.列宁时期的历史经验
2.斯大林时期的偏颇
3.新中国建国40多年的风风雨雨
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1.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
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2.生产力标准是生产力首要论和社会主义
根本任务的集中体现
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四章 第一生产力论
一、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的思想
2.列宁、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3.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根据和意义
1.生产力发展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和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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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充分发挥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的伟大作用
1.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决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兴衰成败的命运
2.走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发展的新路
3.建立科技长入经济的良性体制
4.优化经济结构和规模，增强经济对科技的
吸纳度
第五章 特色论
一、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
的伟大贡献
1.孙中山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某些探索
2.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之路的经验
和教训
3.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
二、特色论的哲学思考
1.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内部的矛盾运动
2.识别事物的基础是认识它的特殊性
3.认识的任务还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三、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特点
1.混合性
2.平衡性
3.渐进性
第六章 改革论
一、改革的哲学基础
1.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2.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二、改革的性质
1.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3.改革性质的哲学分析
三、改革的方法论
1.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2.改革必须循序渐进
3.正确处理破和立的辩证关系
4.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法
第七章 开放论
一、邓小平的开放思想和开放的哲学涵义
1.开放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邓小平开放论思想的时代特征
3.开放的哲学涵义
二、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1.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开放性不断增强和
扩大的历史
2.开放与封闭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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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特征
3.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发展
三、我国社会主义开放中的辩证法
1.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法
2.开放与筛选的辩证法
3.继承民族优秀传统与向外国学习的辩证法
第八章 对立统一关系新论
一、邓小平对立统一思想的突出特征
1.世界主题转换论
2.国内主要矛盾转化
3.从强调斗争性到强调同一性
二、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
1.计划与市场的同一性
（1）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曲折过程
（2）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3）计划与市场的相互结合
（4）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共性与个性
2.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同一性
（1）社会主义：有“私”世界还是无“私”世界
（2）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是现阶段
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色之一
（3）社会主义的命运系于公私经济的有效结合
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
（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什么具有同一性
（2）评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
三、在同一性中坚持斗争性
1.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2.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的对立与斗争
3.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挫败和平
演变图谋
第九章 一元为主，多元统一论
一、任何具体社会形态都是一元为主，多元并存
的统一
1.一元为主、多元统一是普遍规律
2.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尤其是一元为主与多元
统一
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左”、右两种
倾向
1.强求一元化的理论渊源与实践
2.中国“文革”理论与实践是一元化的顶峰
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丰富和
发展
4.一元为主，多元并存统一模式的哲学依据
三、坚持一元为主多元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原则
1.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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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一元为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
3.允许、鼓励多元并存统一是改革开放的重要
内容
第十章 本质与非本质论
一、认识本质问题的方法论基础
1.本质是事物内在的根本性质
2.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
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3.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
理论的历史回顾
1.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2.列宁在新的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
的发展与斯大林的迷误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理论贡献
及其意义
1.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2.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
为主体
3.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
4.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深远意义
第十一章 两手抓论
一、邓小平“两手抓”思想的形成、内容和特点
1.“两手抓”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
2.“两手抓”思想的基本内容
3.“两手抓”思想的三个特点
二、“两手抓”思想的辩证法
1.“两手抓”中的三对辩证关系
2.“两手抓”中两手的辩证法
3.“两手抓”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三、加强法制建设，硬化监督机制是落实“两手抓”
的关键
1.落实“两手抓”，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
2.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落实
“两手抓”的关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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