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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七大，以大跨度的历史视角，全面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伟大历程，深刻总结了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的宝贵经验，并把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ldquo;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rdquo;，强调&ldquo;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rdquo;。
学习十七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可以从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
、新旗帜这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加深理解。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ldquo;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rdquo;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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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时代依据　　一、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
的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
没有马克思主义奠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源头活水。
　　从本源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项社会实践和运动，那么，社会主义作为一种
客观的社会运动和历史进程，人们对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认识和表述，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主观
反映。
而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的历史过程，它的自身规定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因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和社会运动，并且随着实践的进展而不断深化。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随着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还未成为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
制度。
因此，马、恩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预测。
他们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典型，以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为前提，对未来社会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认识。
其基本观点是：　　1.未来社会要划分阶段，即&ldquo;第一阶段&rdquo;和&ldquo;高级阶段&rdquo;。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同其他任何社会形态一样，都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
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
　　&hellip;&hellip;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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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