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新自由主义思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新自由主义思潮>>

13位ISBN编号：9787040150193

10位ISBN编号：7040150190

出版时间：2004-11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张晓红，梅荣政 著

页数：21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新自由主义思潮>>

内容概要

　　《论新自由主义思潮》一书，是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课题项目“社会思潮与高校德育研究”所属课题的最终成果。
《新自由主义思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勃兴的历
史背景和发展历程、主要流派及其基本观点，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实
质，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对当代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深重危害，
着重评析了作为新自由主义变种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回击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批判了
它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宣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新自由主义思潮》最后提出了深化新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界限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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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西方新自由主义谱系一、概念界定：自由、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二、西
方主流经济学流派的转换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四、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主要流派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评析一、新自由主义勃兴的背景及其蔓延的渠道二、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当代世界的
影响三、新自由主义最终衰落的命运第三章 中国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自
由主义二、20世纪50-70年代末的中国自由主义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四、中国自由
主义的显著特点第四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评析一、皈依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方向二、
张扬“私有制优越论”三、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的“新构想”四、兜售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五
、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六、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质和危害第五章 当代中国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评析一、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二、要求政治上与西方接轨三、诋毁毛泽东和毛
泽东思想四、鼓吹“告别革命”五、宣扬“腐败有利论”六、主张“政治多元化”第六章 当代中国自
由主义思想文化理论评析一、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抹杀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三、否定
爱国主义精神四、污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五、消解主导意识形态六、宣扬“意识形态多元化”结束语
一、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
三、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四、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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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如何推
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增添新力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弘扬
和培育民族精神，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
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①。
对这些问题给予理论上回答和科学说明，必然向前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同时要高度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牢牢把握舆论导向，这是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人民
福祉的大事，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忽视、轻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丧失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和控制，舆论工具就会由党和人民的喉
舌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最近，党中央再次强调：“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新闻媒体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改
进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
”②这一举措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牢固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才能抵制和战胜新自由主义。
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
哲学社会科学正面临着繁荣发展的大好时机。
我们深信，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会进一步凝聚并发展壮大，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必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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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一项合作研究的成果。
写作大纲商定之后，我们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
按大纲的要求对大量相关资料进行了分类、加工、整理，然后分头执笔写作，并共同进行了反复修改
。
王炳权同志为本书的第四章提供了第一稿。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重要思潮，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种流派
和变种，不少代表人物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研究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多个领域。
加之研究者们在表达其思想观点时，使用的术语、概念内涵不一，理清这个问题确有相当的难度。
本书作者提出的见解仅作为一家之言，以求教于同行。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引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论述，均
采用了脚下注形式，未列入书后的参考文献。
我们参考的大量文献，借鉴的前人优秀成果，都作为参考文献，按出版时间的顺序，由近及远，列在
本书的后面。
这里，我们向各位著者表示衷心感谢。
在前言中我们已经说明，这里进一步强调的是，本书对某些自由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
意在于划清思想界限，并非针对个人，因而我们没有一一指出这些观点的出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一些名家的指教。
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梁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新城教授在百忙中审读了本书，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
见，对于本书的顺利完成与出版起了重要的作用。
顾海良教授、许征帆教授、吴易风教授、田l心铭教授、徐文良（原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杨
瑞森教授、任大奎教授、张耀灿教授、陈锡喜教授等，对本书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清华大学高校德育
研究中心的刘书林教授及基地的全体同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任大奎教授、张新峰和蒋旭东同志，对
于本书的写作出版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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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社会思潮论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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