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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赵坤 杜嘉琪 王玉玲 路雯淇

（塔里木大学 843300）

【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关系。文章首先概述了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基本内容，然后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与理论内容。接着，从理论基础的一

致性、实践指导的连续性和理论创新的统一性三个方面，阐述了两者之间的深刻联系。最后，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并强调未来应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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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自 19 世纪中叶诞生以来，以其科学性和革

命性，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革

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催生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理论，更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智慧结

晶。它深刻把握了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总结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出发，深入剖析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

动关系。通过揭示两者在理论基础、实践指导及理论创新等

方面的深刻联系，进一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未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提

供有益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科学理论，诞生于 19 世纪中

叶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巨大

的变革，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工人阶级逐渐觉醒并展开了斗

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通过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

指导。自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从

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革命到建设的伟大历程。它

不仅在欧洲、美洲等地广泛传播，更在中国等东方国家落地

生根，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包括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

在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为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意

识是物质的反映；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经济运动规律。它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以生产

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体

现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上。这一

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革

命的胜利。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它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

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唯一

途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必然结果，是

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必要手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这一思想是在国内外形势深刻

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

深刻总结和科学把握。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启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年 第 11 期 - 教育论坛

138

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

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国内方面，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各种弊端逐渐显现，人民群众对于改善生活、发

展经济的愿望日益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审时

度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征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

和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理

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体

系，它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要组成部分。邓

小平理论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进一步丰富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

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则强调以

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和升华，它提出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

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

在联系

（一）理论基础的一致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哲学

基础上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一一致性构成了两者内在

联系的重要基石。两者均坚定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作为哲学基石，深刻认识到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以及意

识对物质的反映性。在对待人类社会发展的态度上，两者都

遵循着客观的历史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的。

这种哲学基础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理论构建和实践中能够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紧密契合，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它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中，能够始终秉持科学的态度和方

法，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实践指导的连续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

科学的实践指导，这种指导的连续性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

终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

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这种实践指导的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

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的深刻

理解和运用上，还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中国的实际情

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使

其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时代要求。这种连续性的实践指

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

支撑和实践指导。

（三）理论创新的统一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

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

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体现在实践层面。在理论层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思想、新

论断，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

成果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实践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将理论创新转

化为实践创新，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这种理论创新的统一性，使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能够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它确保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中，能够不断适

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

展。

这种内在联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也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它确保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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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中，能够始终坚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与

拓展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革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的构建与完善

在经济学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显著的理论

创新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与完善。这一理论不

仅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而且实现了市场经济与

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它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

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同时确保了社会主

义的方向，通过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保障社会公平和公共利

益。此外，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

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超越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局

限，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进一步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内涵。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活化：“四个自信”的提出

与践行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自信”的

重要论断，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些自信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们展示了科学社

会主义在 21 世纪中国的独特魅力和广阔前景，表明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为

我们坚定信仰、凝聚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

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党建理论的强化与提升：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自

我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同样取得了显

著成就。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等理论创新，不仅深

化了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而且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

行动指南。这些理论创新强调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推动了党的自我完善和不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注

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进行了深化与拓展，这些理论创新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

值，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

指导。它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勃勃生机和无

限活力，为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五、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深入剖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关

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实践指导，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种理论上的继承与

创新，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灵活

运用上，更体现在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大胆创新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个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化

与拓展，如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革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活

化以及党建理论的强化与提升等。这些理论创新不仅具有重

大的理论价值，更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

撑和实践指导。

未来，应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

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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