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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突出成就和宝贵经验，
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几十年的共
同努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挥了&ldquo;思想库&rdquo;和&ldquo;智囊团&rdquo;的作
用，造就了一支宏大的理论研究队伍，初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管理体制机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
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近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教书育人又潜心治学，积极参与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努力构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启示我们：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去，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创
新，大力推动学科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努力在学科建设、教材建设、教
育教学等各个环节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充满生机和活
力的不竭源泉。三是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
风，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以深入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切实回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后记　　&ldquo;历史新起点&rdquo;书系由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是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ldquo;历史新起点&mdash;&mdash;改革开
放30周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rdquo;的结项成果。课题研究和书系编写工作自2008年4月启动
以来，编委会先后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对整个书系所包含的主要问题、每本书的框架结构及重点内容
进行了总体安排，在此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集体攻关的优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确保了研究和
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书系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突出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思考和一些重大理论探索的研究成果。书系以高校党务政工干部、思
想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大学生骨干为读者对象，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理论难点、
热点问题进行梳理和解答，对高校师生所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书系实行
分卷主编负责制。本书由顾海良任主编，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楠教授、武汉大学宣传部副
部长罗永宽任副主编。各章的具体分工是：导论：顾海良；第一章：罗永宽、李轶（武汉大学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第二章：李楠；第三章：董亚平、胡爽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
士生）；第四章：王琴（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武汉科技学院教师）；第五章：王晓曦（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武汉科技大学教师）；第六章：罗永宽、王晓曦；第七章：王琴、
罗永宽；第八章：董亚平；第九章：罗永宽；第十章：李楠、张长文（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生）。　　书系框架结构由顾海良、冯刚、黄蓉生、胡树祥同志设计策划。本书系有关课题的研
究及出版得到了&ldquo;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rdquo;的支持。书系编写过程中，
教育部社科中心杨海英、吕治国、祝念峰、朱喜坤、马建辉等同志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晶、郭晓
明等编辑，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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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它的创立与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从历史、理论、现实相结合的视界，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为实践基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主要线索，
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整体结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论述了理论体系
所涵盖的思想路线、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动力、总体布局、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
探析了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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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作者简介

顾海良，教授，武汉大学校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社政司司长。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湖北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主要
学术著作有《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画说（资本论）》、《从马
克思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
、《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主持多
项国家和教育部重大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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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
与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态和主题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和基本结构　五、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视域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与发展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　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与科学内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与理论体系的发展相统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尊重
群众的首创精神相结合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态和主题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整体结构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二、党
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深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
段和发展道路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三、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一、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二、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一、改革是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　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三、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与基
本经验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五、祖国完全统一大业
的不断推进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与国际战略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和时代潮流　二、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三、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和领导力量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　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社会主义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面临的
新课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
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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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章节摘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方向解决的是
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形象解决的是坚持什么指导思想的问题。改革开放新时期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
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指导思想。因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通过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推进而不断发展的，也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不断探索为主要过程的。在&ldquo;报告&rdquo;中，胡锦涛总书记阐述的三个&ldquo;永远铭
记&rdquo;，既是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进程的科学阐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发展的总体概括。　　第一个&ldquo;永远铭记&rdquo;就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
，建立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基础，依据国情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等。所有这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根本
的政治前提、思想保证和制度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先导的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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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精彩短评

1、还是不错滴~就是包装简单了些~学校要求买的，有折扣，就够入了
2、这本与上次的一本书不要有太多重复就好
3、很不错，正版。跟我们学校定的教材一模一样，价格便宜。
4、补充一下知识，喜欢！
5、差强人意，不如预期
6、这本书还是可以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精神实质，也算比较
前沿的，内容也比较精炼，不会罗嗦，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入门的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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