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研究

◎李慧鹏
摘要：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放自身指明了道路，对世界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同样对于我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我国国情相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够具体化和实践化，在这个

过程中，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新理论，为此，对这种理论内涵的研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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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中

国共产党勇于承担责任，在振兴中华这

种强烈使命感之下，通过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不断尝试，带领广大劳动人民开

拓进取、团结奋斗，将马克思主义和我

国的国情相结合，收获了丰富的理论和

实践成果。本文将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

深入研究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

的理论内涵，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

理论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本原理

在共产党引领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积极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改革

开放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探索，中

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

指导思想，这种觉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化的过程中保持科学性。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化三改的

路线，使得我国成功的度过了我国到社

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路线在我国建

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强调了

工业化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在对马克思

和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继承的

基础上进行创新。马克思指出和生产力

产生相互作用的是生产关系，共产党成

功地运用这一理论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

行了解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之后，

党就带领广大人民对我国进行改革开放

建设，使得我国的经济水平快速提升，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这些实践都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科学性。在党的十八

大会议之后，习近平同志把解放与发展

生产力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并提出

了有关新发展的理念，他强调要始终把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实践中的指导思想，

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科

学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导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是无产阶级的

理论思想，它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

优势与使命就是要利用其基本原理，解决

世界范围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之间所存在

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共产党

以我国实情作为出发点，对于我国在不同

时期所存在的不同矛盾做出了解读，并且

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将矛盾进行转化。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案中认为，国家阶

段性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水

平和人们不断增加的物质与文化方面的需

求，党要将国民经济建设放在发展的首要

目标上，积极的调整国家政策，为国民经

济的发展提供便捷帮助，以满足人们对于

物质文化不断增加的需求。在进入到新时

代之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

的提升，除了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人们开始对美好的生活有了寄托和期盼。

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中就明确提出当前的矛

盾已经发生改变，成为现在人们对于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发展之间存在的矛

盾。为此，共产党要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当做成为题导向，避免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存在教条性，让马克思

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其中的中国风格和中

国气派都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

程中的民族性。

三、紧随时代发展的理论品质

理论的产生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

下出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我国所有的成果理论都是根据不同时期下

的国情进行创立并且发展的。共产党人将

马克思主义和时代背景相结合，将理论不

断地进行创新，紧随时代发展的基础之上

进行自我观念的突破，在继承马克思主义

的前提下，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额进行理

论的调整，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

中保持先进性。共产党人在继承前人理论

和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做出符合

时代发展的更新。马克思主义对于“人”

的有关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

曾指出人在现实性上是所有社会关系的累

加，而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性事物。

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整体视域与经典

理论相结合，对于“人”有关理论做出不

断的创新。在党的十八大会议后，以人民

作为发展中心，改进党的执政方针，解决

当前背景下群众最关心和最紧迫的问题，

让人们的利益得到保障，让马克思主义理

论始终紧随时代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过程中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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