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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普及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更加有效地推进高校的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教育部从2009年开始专门设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该项目设置着重体现研究的时效性与针对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点围绕重
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开展研究，特别是结合高校师生思想实际，深入回答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和宣传。通过开展这项工作，可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队
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真正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依托这一工
作平台，我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组织召开专题调研会，广泛听取国内知名专家、管理部门负责
同志、从事高校学生管理的实际工作者的意见建议，形成了比较明确的研究思路，设计了详细的工作
方案。具体来讲，主要是从五个方面开展工作：加强课题管理，督促各课题组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加大扶植力度，在高校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队伍；召开理论研讨会，为高校学
者交流研究心得和工作经验搭建平台；突出研究特色，每年推出一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
；及时总结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形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长效工作机制。

Page 2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

内容概要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2009)》内容简介：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最，用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人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
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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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话语方式上说，具体分析就是要着眼于现实的矛盾分析，而不能用形式逻辑的抽象比较。当
戈尔巴乔夫说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时，他自以为说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可
是，全人类在当今现实中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一般”，它实际上只是统治阶级这一
“特殊”的化身，而现代无产阶级才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所以，“全人类”的利益在现
实中并不大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可见，要把事物和现象还原到具体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去认识、判
断，这才是真正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否则，就会陷入西方的话语体系，导致中
国人在理论研究和国际舞台上的集体失语。所以，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当中，阶级斗争可以少讲，但阶
级分析的思想和方法必须讲；剥削阶级可以慎提，但工人阶级领导必须讲；阶级分化可以慎用，但消
灭阶级必须要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当前的世界形势，才能清醒认识复杂的社会结构，才能在
理论研究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和原则。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毛泽东曾指出：“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①这也就是要求
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当然，我们讲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前提是理论与实践不可相互替代，
两者存在相背离的可能性。一方面，实践具有理论不具备的品格，即直接现实性，能够改造物质世界
。另一方面，理论也具有实践不具备的特性，即普遍性、前瞻性、预见性，能够形成理想，凝聚人心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要把具体的实践上升为普遍的理论，再用正确的理论原则指导和推进实践
。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单纯文化意义上所谓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决非单纯的
文化现象，更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并非如一些人所云，这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乃外来文化，它要为中国接纳，就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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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
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教育部从2009年开始设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该项目的设置着重体现研究的时效性与针对性，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重点围绕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开展研究，特别是结合高校师生思想实际，深入回答人
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通过开展这项工作，可以加强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探索引领社会
思潮的有效途径，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主动做好意识
形态工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项目的最初设想到确
定设立、公开招标、材料评审、批准立项，教育部领导都非常关心，主管部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有
关司局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专项任务项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并负责日常的课题管理工作。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将通过开展此项工作，推出一
批贴近生活实际、思想观点新颖、语言形式活泼的研究成果，扶植一批政治素质优良、勇于改革创新
、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学者，凝聚一支知识结构合理、业务素质全面、富有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队伍，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2009）》是教育
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项工作的成果之一。冯刚、樊建新同志提
出了全书的整体思路和结构框架，并审定统稿。编委会成员的具体分工为：郝清杰负责“理论探索篇
”“经验借鉴篇”，韩喜平（吉林大学）负责“实践创新篇”，马建辉负责“工作机制篇”，储新宇
负责“队伍建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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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2009)》是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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