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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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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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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时代我们还需不需要马
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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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千年伟人马克思” 
    
    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无疑就是
“千年伟人”的评选。英国广播公司（BBC）在
1999
年秋天，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上经过反复评
选，马克思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世界最
有影响的科学家爱因斯担。在评选活动开始阶段，
爱因斯坦的票数领先。在评选活动的后期，评马
克思为本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票数直线上升，并
遥遥领先于爱因斯坦。美国纽约的一家报纸用整
版篇幅评论了这个意义深远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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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末，在英国BBC举办的全球性评选活
动中，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之首”。这些发人
深思的现象告诉人们：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
也必将活在未来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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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
   
第四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五节 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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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意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及其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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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
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
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
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
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
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
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
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
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1938年毛泽东在六
届六中全会上作的
题为《论新阶段》
的政治报告中最先
提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