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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中形

成的创新型理论成果。要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弄清它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渊

源，这也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具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思想来源，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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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中，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

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将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中形

成的创新型理论成果，它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简单

机械相加，而是一个“民族化的、开放性的复合性理

论体系”［1］。同时，它也必将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建
设的深入而继续发展。要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弄清它产生和发展

的思想渊源，这也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16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

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

上，在关注资本主义现实、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

盾运动以及不断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过程中创

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进

入 20 世纪，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实际

国情相结合，带领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始了

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

索。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俄国的新发展———列宁主

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

学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建立在他们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后得出的“资本主义

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认识基础上。他

们在同资本主义比较的过程中，科学地揭示出未来

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这些为以后的马克思主

义者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具体说，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具体包含以下主

要特征:

1． 生产力高度发展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社会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

所不能比拟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如

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那就只会有贫穷、
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

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

要死灰复燃。”［2］538
这就是说，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

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根本的物质前

提，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且社会普遍发展的基础

上，才可能真正消灭异化劳动、消灭贫穷和私有制，

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 未来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废除商品经

济，社会产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马克思、恩
格斯通过对所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设想未来社

会必须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为前提，生产资料公

有制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他们强调

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

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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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

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3］，这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建立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

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同时，他们还分析了公有制

条件下，未来社会的社会产品分配问题。他们认为，

由于未来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社会产品

必然为全部劳动者共同占有，而分配方式又受到生

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

时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比资本主义生产力

要发达得多，但是还没有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这时

劳动者将按照为社会提供劳动量的多少获得不同数

量的社会产品，即这时的分配是按劳分配。当进入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

会产品也极大丰富，这时实行的将不再是按劳分配，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按需分配。
3． 未来社会阶级及其存在的基础将被消灭，国

家也将消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的存在是

由分工引起的”［2］688。当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进

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后，社会占有全

部生产资料，社会成员真正可以全面的、自由的发挥

他们的各方面才能，这时，强制性的分工已经因为没

有存在的意义而消失，随之，阶级和阶级压迫也将不

复存在。阶级和阶级的消灭将会使整个社会结构根

本改变，国家作为阶级不可调和的产物也失去了存

在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当不再有需要加以

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

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

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

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

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4］297
因此，国家不是“被废

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
4． 未来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

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

主义社会，人类将获得彻底的解放，“人终于成为自

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398。实现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既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的，也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我们设定未来社会的

详细的、具体的图景，而只是科学预测了未来社会的

一般特征，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些为世界

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我

们又不能教条地看待这些基本原则、基本原理，而是

要将这些基本原则、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重大理

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

用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

思主义。
(二)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研究

20 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

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此

后，列宁带领俄共( 布)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社

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开始对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

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新思想、新观点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来源。
十月革命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定使苏维埃政

权暂时获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列宁在继承马

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的同时，通过对俄国

具体国情和现实实践的思考，制定了俄国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方案，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然而

不久，1918 年，由于俄国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入侵，

苏维埃开始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

共产主义政策实质上取消了商品和货币，否定商品

经济和价值规律，实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它作为

应对战争环境的紧急措施，对维护苏维埃政权和取

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用它去

建设社会主义则存在着巨大缺陷。它超越了社会发

展阶段，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是错误的。
1921 年 3 月，以列宁为首的俄共 ( 布) 通过了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开始了从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新经济政

策突破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认识和僵化观

念。列宁认为，并不是只有单一的公有制和单一的

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排斥和否定私

人利益，社会主义并非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两者也

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

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

物质财富。”［5］
苏维埃也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

其社会主义，以改变苏俄经济落后的面貌。新经济

政策也使列宁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切实可行的方法

和途径，即可以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市场机制等等

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

宁也提出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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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

主，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发扬党内民主，改革党的政

治制度，这些政治措施适应了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巩

固经济建设的成果。列宁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

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文化落后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

来的危害，他认为文化革命是创建新社会的必然要

求，只有实现了文化革命才能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提供必要的思想文化保证，也才能保证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的成果。他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

业，提高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同时，还要正确对待资

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吸收、借鉴、继
承人类历史上包括资本主义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优

秀文明成果。
列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革命的思想同他的

新经济政策一起，构成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

会主义的一整套丰富理论。他的这套理论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把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又

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也为后来经济文化落后国

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了普遍的指导意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

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等等，都继承和发展了列

宁的这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改革开放的

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毛泽东思想、同时纠偏毛泽东晚

年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

相承的理论体系。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上，邓小平强调指出: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

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
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

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

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

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

要继续发展。”［6］
毛泽东思想主要在以下方面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思想来源:

一是毛泽东思想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

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这是我们党认识和解决

中国问题的一大优势。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们党曾因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命令

神圣化和把苏联经验绝对化而使我们党遭受重大损

失。针对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毛泽东

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强调一切从实际

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

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

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

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

境。”［8］534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

了我们党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它贯穿于毛

泽东思想形成的全过程，也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各

个方面。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

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发生的失误都是因为背离了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

新恢复和确立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也都是以实事求

是为准则的。
二是毛泽东思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

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9］116
而我国还处于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他也区分了“建立社会

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同，认为社会主义建

设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的历史任务，“在我们这样

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116 ; 在社

会主义矛盾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

本矛盾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

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发展的基本动力。他

还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要求区别对待敌我矛

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主张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

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论十大关系》提出把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

的总方针，并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了全面

论述。党的“八大”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认

真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

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

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的前提下，毛泽东思想还提出了若干发展社

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思想，如“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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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以及“消灭了

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等等; 在社会主义

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确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此外，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

主义类型的宪法，加强了人民民主的法制建设; 在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以此为指导，发

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学艺术

应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问题

上可以“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可以“百家争

鸣”。毛泽东思想还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全党同志信任、尊重、关
心知识分子; 在外交方面，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和平共

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规范国际社会关系的重要准

则，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中国处

于第三世界，属于发展中国家，并积极支持亚非拉民

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
孤立和遏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
会主义改革开放论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外交等各个方面的理

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都汲取

了毛泽东思想的养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

和超越。
三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

建设党”问题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

根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历

来重视党的建设，认为党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我国社

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他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把党

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要从理论上建党，把党的理论

建设建立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之上; 要

从组织上建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保持坚

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要从作风上建党，始终坚持

“两个务必”，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

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中的党建思想结合改革开放后新形势、新
特点，吸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党的建设的思想，

更好地指导我们党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确保我们党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

为民所系。

四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

样发展”问题的认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

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认为发展是维护、
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保障。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

就是要求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

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在怎样发展问题上，他认为: 首

先，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因此，必须充分发动

群众; 其次，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违背自然界规律一

定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再次，要充分利用科学技

术，“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9］351。还强

调，要根据本国实际探索建设道路，不能照抄照搬，

要以农、轻、重为序，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走出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此外，毛泽东还强调，发展中要重视向国外学

习，学会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特别是自然科学方

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毛泽东思想

关于发展的思路，并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

念、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

新的思想观点，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传播，是建立在中国

先进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但这

并不代表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主张全盘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相反，他们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

应该有选择地批判，有选择地继承。例如，毛泽东在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指出，剔除中国传统

文化“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

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但是决不

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8］707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十

分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华

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因此，我们应该“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

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1］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一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吸收

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鲜明的中华

民族特色。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和”的思想，它贯穿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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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体现在各家各派的思

想理论之中，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在维

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的思想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的内容，即它重视人自身的和谐，追求个体人格

的完善; 它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提倡宽和处世，

以和为美; 它重视国与国关系的和谐，重视睦邻友

好，互惠互利; 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反对对自然界的过分索取。中

国古代“和”的思想反映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和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但在阶级社会中，这些思想不可能真

正实现。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思想，既借鉴、吸收了

古代中国“和”思想的精华，同时又将民主、法治、竞
争等现代社会诉求融合其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属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荀子

曾用舟与水的关系来比喻君民关系，指出“君者舟

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王

制》) 他强调为政在于得民心，突出了民众在国家的

政治地位。民众是国家的政治根基，统治者只有得

到人民支持，整个国家才可能富强。民本思想一定

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

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作为君主专制下的政治思

想，它的工具理性远远要大于价值理性。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既继承、
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的精华，更实现了

对民本思想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超越，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吸收发展，还体现在其他众多方面，如对中华民族精

神的传承等等。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既继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中创新、发展着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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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en Zhihuan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nnovative theoretical result formed by combining Marxism
with the experiences gained in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and reform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well
master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 must make clear 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which is also a basic subject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regard． Specifically speaking，the ide-
ological sources of thoughts abou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Marxism － 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
and also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m － Leninism; Mao Zedong Though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deological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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