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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问题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课
题。
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研究。
主要观点有：“马克思主义渊源”说，“毛泽东思想渊源”说，“传统文化渊源”说、“实践创造渊
源”说、“综合渊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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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奠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人心。
用科学理论的旗帜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是党的根本经验和优良传统。
党从一诞生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这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上的有力指
导和理论上的坚实基础。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国家从来都没有停止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意
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错综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碰撞，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
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面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实践，思想理论战线上的
首要任务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沦体系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它是一面面向未来、引领发展的旗帜。
是一面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　　一武器。
经过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整体，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和规律，并以此为理
论根据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当
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正如胡锦涛总书汜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
在于我们既坚持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特色。
所以，我们要永远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永远高举这面旗帜不动摇。
　　3.给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特色鲜明的新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沦体
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
智慧和心血。
动性、创造性，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使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得
到切实的保障，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贯穿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
践，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
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
为此，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
人才，培养创新人才，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激发奋类人才创造活
力和创业热情，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进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为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和主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它系统而科学地解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建设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并以鲜明的时代内容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解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课题　　20世纪，许多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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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虽然积累了一些宝
贵经验，但从总体上看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致使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长期
处于困难和困惑的境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
历史性的突破，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立足点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关键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
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内容，也集中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这句话中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表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包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探索出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党章》还指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
　　以上表述一直到十七大党章也没有改变。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所当然地包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
程中所探索出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包括毛泽东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
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
　　二、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　　十七大报告
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继承我们党以往思想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是既继承又发展、
既坚持又创新的关系，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哲学基础是相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表现在思想路线上，贯穿了一条红线，就是实事求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仍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总结概括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
党全部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方向。
表现在价值观上，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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