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概 Revision
导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P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就是总结和提炼实践
经验，从而认识掌握客观规律；就是运用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
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 P4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
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
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鲜明地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发生严重政治
风波。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重要战略机
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
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
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
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
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
的指导思想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确
立为国家指导思想。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P19-23 (3')

1）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
发展真理。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把握事物内在必然联
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
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我们一切路线、方
针、政策的制定都应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牢牢立足基本国情这个最大
实际，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没有止境，理论
创新也没有止境。

2）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
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
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 必须尊重人民首
创精神，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
历史推动作用。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
政党的根本标志。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
众的联系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
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
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处理。独立自主是
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根本保证。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合作。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P23-26 (3')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2）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3）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总路线 P34

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
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
力、领导力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P44-45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所处的时代特
点和具体国情决定的。 1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样是南中国所处
的时代特点和特殊国情决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P45-46 (3')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P46 (3')

1）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首
先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

2）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加强人民军队建设，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南，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3）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
作风建设。

P51 论述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
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
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三大法宝”的联系 P52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P57

“一化三改”

“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P67

1）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2）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

3）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 P72-72 (4')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
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
要前提。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
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一个脱胎于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系统回答和正确解决，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
果。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初步探索的经验与教训 P88-94

经验 (3')

1）巩同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2）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3）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教训 (6')

1）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

2）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
力。

3）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规模和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
能急于求成。

4）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5）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

6）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关起门
来搞建设。

第五章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P127-130 (3')

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邓小平理论的
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理论指导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是党和
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第六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P132-136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
出来的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P140 (3')

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
特殊的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的历史地位 P154 (2')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

2）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第七章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P166-169

1）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2）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3）全向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摹本要求

4）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