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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六十年历程就是中

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中国的历程， 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这里，我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年历程中

的若干问题，谈点可能是肤浅的认识，敬请批

评指正。

一、能否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

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取得

了辉煌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问题在于，这

些成绩是怎么取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

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也就是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的政党。 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中华

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绩可以归结于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在中国

大地上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但事实上并不如

此，一些人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所取得的成就的决定性作用时总不那么理

直气壮。 更有人甚至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明或

暗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直接与

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以儒

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深重的灾难之

时成立的。 当时，人们为了把中国从深重的灾

难中拯救出来，从西方引进各种各样的思想和

主义，但都没有成功。 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提

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共产党

人把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与实现马克思主义

的崇高理想这双重任务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经

过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

志，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完了第一步。
在论述这第一步是怎么走过来时，一般不会怀

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的领

导人坚信这一点， 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会存疑。
当然，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不

是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把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

合。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

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

目为之一新。 ”[1](p.796)毛泽东在这里不但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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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面目之所以能“为之一新”，靠的是

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而且提出这种指引的具体

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 也就是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那么中国进入建设时期以后，还是否需要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呢？ 中国在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

就是否还是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结果呢？ 先看看

邓小平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他这样说道：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

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

命，指导我国的建设。 ”[2](p.258) 邓小平在这里明确

地提出中国的革命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的建

设同样也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

来六十年的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 抱定宗旨要把中国

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共产党

人深刻地认识到，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要靠马克思主义，要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 不搞马克思主义不成，不把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不成①。 正因为有

了这样一种鲜明的思想认识， 坚持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 这六十年才取得了如此

伟大的成就。 只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

革命的决定性作用而降低甚至抹杀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对中国建设的决定性作用， 是没有理由

的。 承认不承认这六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 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伟大成果， 这不仅仅是能否正视客观事实

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我们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究竟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

不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来推进的问题。

二、可否把这六十年作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认识？

回顾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的

漫长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 1949 年新

中国的成立为标志， 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

期。 前一个时期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

国共产党完成了第一大历史任务，即完成了救

亡图存的任务。 后一个历史时期则力图通过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完成民族复兴的任务。 所

以，如果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程进行历史分期的话， 那么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是科

学的。 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理论学术界一些人

在认可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又把新中国成立后

的这六十年区分为两个时期，即前三十年和后

三十年，甚至在他们那里，对这六十年中的前

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差别程度的强调远远超过

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差别程度的强调，以及对

这六十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做出区分的意

义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做出

区分的意义的强调。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可否把这六十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

个完整的过程来认识？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是中

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完整的

过程。 在这六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企图通

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完成建

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 任务同一，实现的手

段也没有变。 尽管由于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

解正确程度的差异，对现实把握正确程度的差

异，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手

段与方式正确程度的差异，从而带来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对中国社会

现实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产生的效用大不

相同，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扩大这些区别，以至

视为这是具有质的区别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时

期。 当然，总结这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程，前三十年，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可能

教训更多一些，而后三十年更多的则是成功的

经验。 现在急需做的是正确地总结这六十年中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教训，把前后三

十年截然对立起来，则由于割裂历史，缺少比

较与鉴别，显然不利于正确地做出总结，从而

① 参见冷溶：《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载《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08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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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事实上，一些人

之所以要把前后三十年截然分开，根本目的是

为了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 完全抹

杀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不可取的。 一方面这

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必然犯割裂历

史的错误。 在这六十年中，指导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理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

等。 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

果，或者说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

论形态。 把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割裂开来，并

竭力贬低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这实际上割断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

的内在联系，无视邓小平理论等是对毛泽东思

想的继承和发展，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

等的关系视为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不是继承

和发展的关系。 只有把在这六十年时间里中国

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视为一个

完整的过程，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

时期的理论成果串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

三、在这六十年里推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主体是谁？

在这六十年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主体是广大中国人民，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理论

创造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但从具体创

造过程而言，主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

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是领袖人物和知识

分子。 陈先达先生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上，参与实际活动的无产阶级的领袖性人

物和具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的合一毫不奇怪，
整个运动和斗争要求他们必须如此才能胜任

他们的地位，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的见识

和经验又使他们具有这种可能性。 [3]

我们必须高度肯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

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的核心作

用。 正是他们的思想探索、实践总结和理论思

维，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尽管他们

本人可能不断强调由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

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他们所做的只是把群众

创造的东西进行概括和加以提炼， 可事实上，
没有他们对群众的实践的指导，没有他们对党

和人民群众的智慧进行集中概括，就没有这些

理论创造。 我们回顾一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

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形态的形

成过程，这些领袖人物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我们把这些理论形态与

这些领袖人物联系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在高度肯定无产阶级领袖在创造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的同时，
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长期以来，形成了这

样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只是领袖们的事，而与广大理论工作者没有

关系。 首先，这不符合事实。 考察所有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 哪一个成果不

渗透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心血与智慧。 胡锦涛

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

思主义的巨大勇气所进行的“理论创新”。 [4]全党

智慧中，当然包括理论工作者的智慧。 其次，这

会带来不良后果。 最大的后果一是割断了在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与广

大理论工作者的内在联系，使领袖人物在创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失去来自理论

工作者的理论支撑；二是造成广大理论工作者

放弃参与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念头，认

为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官方马克思主

义”的职责，而自己搞的是“学术马克思主义”，
从而可以“袖手旁观”，即使有些理论工作者实

际上已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
也无法得到这样的社会评价。

我们提出不能忽视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创

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绝不只

是在为他们“鸣不平”，替他们“请功”。 根本目

的就是唤起广大知识精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必须坚决反对马

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中立化”、“纯学术”倾向，
似乎我们的研究完全可以绕开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这个根本任务而搞自己的所谓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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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当今最大的学问是什么“学问”？ 就是把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门“学问”。 我们的理论工作

献身于这门“学问”是值得的。

四、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主题是什么？

六十年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个完整

的过程。 之所以这样说，根本的理由就是在这

六十年中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同一

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实施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中国探索出

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不可否认，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对如何建

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 毛泽东从正面与反面

给中国人民留下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究竟如

何搞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取

了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初步认识。 邓小平理论就是一种如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

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捍

卫和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

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也进一步回

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

题。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

形势发展新变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

略思想。 中国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以后，人们突

然对“发展”这个本来似乎很清楚的问题产生

了认识困惑。 科学发展观非常及时地对“实现

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做出了回答。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理解为仅仅

回答了关于发展的问题。 对发展问题的回答实

际上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 所谓社会

主义的问题主要就是怎样引导社会发展的问

题，如何实现人的发展和解放的问题。 实际上，
科学发展观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回答了什么是

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显然，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理论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对社会主义

的探索这个主线是不会改变的。 它始终是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宗旨和核心内容。 只要看

一看中共十二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主

题，对此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邓小平在中共

十二大开幕式上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任务，他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

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5](p.3)中共

十三大向全党和全国提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中共十四大鲜明地把“加

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写在自己的旗帜

上。 中共十五大的基本口号是：“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共十六大的主题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新局面”。 中共十七大留给人们最深刻

的印象是号召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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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主题可以充分看出，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力于把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始终是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展开的。 中共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就是高举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这不仅点明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之所在，而且揭示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五、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

毛泽东曾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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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比喻用马克思主义的 “矢” 射中国实际之

“的”。 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

教训就是对“矢”和“的”认识要正确。
首先是要正确认识“矢”，即正确地认识马

克思主义。 这里所说的“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

义”具体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要用马克思主义

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先决条件是

必须确实认识到有这样做的必要，也就是确实

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指导。 我们所说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

“中 国 化 ”，而 不 是 其 他 什 么 “主 义 ”的 “中 国

化”，如果连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普遍真理，马

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现实性这一点也心存怀

疑的话， 那么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和坚持马克思主义

结合在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是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为前提的。 这就

是说，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

提就是我们认定中国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

要求来改造和发展。 其二，不能教条式地、僵化

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为了某种需要随意

地曲解，甚至“制造”马克思主义。 对究竟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正确的理解，尽可能全面

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意。 我们要不断地

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

主义论著中究竟哪些理论是普遍真理至今仍

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普遍到什么程度？ 是否适

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

程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误解和曲解所导致的

错 误 和 带 来 的 危 害 应 引 起 我 们 足 够 的 警 觉。
“射” 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这一 “的”之

“矢”，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那些经过实践

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而要

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不断提高全党的马

克思主义水平。
其次是要正确认识“的”，即正确地认识中

国的国情。 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来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必

须认准，如果连当今中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也不能准确地把握，那么必然因“无的放矢”而

走向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把失败的原因归结

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矢”是不公正的，对所要射

向之“的”没有认准，那么对“矢”之选择与使用

也必然是盲目的、随意的。 最近 30 年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成果之所以特别明显，与中国共产

党对中国国情把握之正确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

党正确地认定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时期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 认定当下我们运用马克思

主义来解决的实际问题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所面临的问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现实相结合的成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

成功奠定了基础。 正如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离不开对近代以来旧中国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情的科学认识一样，新中国

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离不开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的科学认识。 成

功的经验在这里，失败的教训也在这里。 当然，
我们在认识中国的国情时既要有历史的眼光，
又要有世界的眼光，即必须把中国放到世界局

势的变化中来加以观察，放眼世界看中国。 这

里最要紧的是避免静止地、孤立地审视中国的

具体实际。
这 里 所 说 的 正 确 地 认 识“矢”和“的”，并

不是两个孤立的过程，它们是密切相关、相互

促 进 的 。 我 们 只 有 通 过 正 确 地 认 识 和 运 用

“矢”才能正确地认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

只有在正确地认识“的”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

选择和运用“矢”。 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这六

十 年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历 程 告 诉 我 们，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必

须是一种科学的结合。 要真正使两者科学地

结合在一起，既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又

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 更要把这两个过程

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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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Principle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China Model” — Learning A Less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ts
tremendous advantages being demonstrated, “China Model”and its emerging financial system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To establish the
socialist financi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have a serious study of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underlying causes, and put our emphasis not on the minors and technical aspects but overall innovation. Otherwise,
we will put the incidental before the fundamental. On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with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develop ideas, we need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duality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its 5 aspec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osition and mechanism of finance in
the operation structure of market economy, make the understanding of regularity of capital virtualization and economic bubble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ideas deepening, and explain such relevant issues as efforts to maintain financial sovereignty, and put forward fi -
nally 6 qualitative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financial innovation as the whole. （YANG Cheng-xun）
Capital Deepening，Labor Income Share and Consumption Demand： Since 1990s,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the capital-intensive
heavy industry has exceeded the one of the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Economic growth relies more on capital than labor input, and fac -
tor income distribution favors capital.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 GDP has declined substantially, and the economy created fewer jobs
than before. As a result, consumption's share in GDP has declined, which lowers the role of consumption on the economic growth. By
reducing entry barrier to monopoly industry and improving non-state enterprises’ access to finance, labor-intensity industry will grow at
a larger speed and create more jobs, then labor income share will rise.（ZHANG Tao, YUE Wen-p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will step into a new innovative growth stage, with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rather than re -
sources and funding a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Meanwhil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becomes the leading factor for the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economy. The creative industry is the hotspot in the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of the global e -
conomy.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in China is still on a relative poor stage with lagging
creative ideas, ambiguous strategic thinking, unclear focuses and relatively lack of creative environment. Thus, positive exploration of ba -
sic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the creative industry and creativity of policy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of it will improve its development
in depth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finally form the new points of economic growth. （LIANG Xin-
hua）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All-round Construction of Well-off Society--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all-round construction of well-off society lies in the unity of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off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well-off society comes from practice and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The scien -
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s the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gain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off society, and is also a scientific theory that guides us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So we have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ncept. Thus, we must conscientiously study the Marxist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take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s a complete system when understand, grasp and apply it,
while around the unity of “Take development as its essence” and “Put people first as its core”. （TIAN Xin-ming）
An Analysis of Some Issues about the Sinon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past 60 Years：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experienced a
complete proces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conditions in China in the past 6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During that tim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completed the historic task of building socialism by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y all the time.
Since tasks are the same,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has not changed. The main body promoting the Marxism in China is the over -
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t is the theoretical creation of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that forms the contemporary Marx -
ism in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and the times, there may be changes in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the contemporary
Marxism; however, the theme of exploring socialism will not change and will always be the core content and the aim for advancing
Marxism in China. （CHEN Xue-ming）
Three Historic Transi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Sinonization of Marxism：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that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in the past 88 years is its leading role in achieving three historic trans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which makes China changed from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backward society that has no national inde -
pendence and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three big mountains” to a dynamic and modernized socialist country with all-round opening up.
Three historic transitions constitut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Sinonization of Marxism and make it move forward continually. Two
major Chinese Marxist theoretical results emerged during three transitions in China: one is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other is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 Yu-min）
MAO Ze-dong's Dialectic Thought of “One Divides into Three” and Its Modern Values： Mao Ze-dong's dialectic thought of
“One Divides into Three”is deep and profound, though Mao didn’t clearly put forward its dialectics category and systematic dialectics
theory. As a category, “One Divides into Three” is a category of substance manifesting as “both ends being small and the middle being
large”, and also a category of property and relation as “unity of two opposite ends and the middle can be both sides, while the thre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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