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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马克思主义理论卷》以透彻鲜明的笔调，论述了改
革开放30年来，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
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历史特点、主要论题、主要经验
和发展趋势，凸显了其重大成就和繁荣景象。
本卷的论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两个层面展开。
在一级学科层面上，论述了30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一般性理论问题。
在二级学科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篇》评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概貌，着重论述
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关于是坚持还是根本否定历史唯
物主义的争论、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讨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
关于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讨论、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
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问题的讨论、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及其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讨论等等重大问题，从理论内容、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学术研究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概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等等问题，凸显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篇》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在研究对
象、历史分期、通史、分期史和专门史、经典作家思想史、经典著作文本以及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
半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等方面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
研究显示出的成长性、历史性、实践性、整体性等特点。
从理论与实践、继承性与创新性、连续性与阶段性、整体与部分、前进性与曲折性等方面的统一中去
阐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经验。
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今后努力的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篇》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展开研究：第一阶段主要围
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性质问题展开争论。
对体现这一阶段研究范式和水平的重要著作作了评述。
第二阶段的研究具有五个特点：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开展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追踪
研究，把研究的领域从哲学扩展到西方以外的国家，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史研究；立足于中国市场
经济发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研究和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
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化。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编》比较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历程及其
分期，科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精细化的递替推进所构成的学术发展的基本线路图。
与这一研究历程相应，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版图呈现出的基本特征。
本编还从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等不同角度，比较充
分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具体状貌，并简单构划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
发展方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

作者简介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组织编写。

顾海良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列主义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
成员，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
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校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

书籍目录

提要绪论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基本过程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历史特点　三  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主要经验　四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概貌　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主要论点　三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主要经验和发展趋势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一  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研究概况　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主要论题　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主要经验
与未来发展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概貌　二  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经验和未来发展第四编 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  研究的过程及其特点　二  国外马克思主义论题研究　三  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
和问题的追踪研究　四  人物和学派的研究　五  马克思主义国别史专题研究　六  小结 第五编 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　一  研究概貌　二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三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
新进展　四  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的新进展　五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新进展　六  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建设研究的新进展编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

章节摘录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概貌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成果丰硕。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呈现繁荣景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与“文革”结束后，我们
党总结历史经验密切相关。
邓小平指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成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必然过程。
二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发展的新情况有关。
进人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大量涌人。
一方面，它为我们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成果和
最新动态传人我国，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问题的新思考、新探讨和新见解；另一方面，西方
社会思潮的大量涌人，国内出现了“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情况，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
为回应挑战，学术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
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国内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包括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崭新问题
，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作出有深度、有见解、有分析的科学回答，这也促使人们去深入地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运用的问题。
四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设置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课程。
为适应课程建设的要求，学术界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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