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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学史明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告诉人们一个根本道理: 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智慧，主要包括: 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价值观，坚守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 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使党永葆生机活力;

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决定作用与历史人物

特殊作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有一个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问

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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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一百年的光辉岁月，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渐从幼稚走向理论上成熟、政

治上清醒，从建党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发展成为现在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无数次从失败中奋起，从困境中走出，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和代价，最终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

了一条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①，“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学史明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

辉历程告诉人们一个根本道理，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

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行!”②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精辟论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么成功的根本奥

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一个哲学命题，包含着丰富的

哲学内涵，它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回首百年党史的伟大历程，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么成

功的深刻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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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021 年 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一百年来，

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① 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我们

可以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内涵就是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就是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并迈向复兴的伟大实践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首先是坚持正确思

想路线的胜利，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坚持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的历史。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党付出了无数流血牺牲和巨大代价得来的，是党在与各种 “左”的

和右的错误思想路线的多次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是通过伟大斗争得来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贡献。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 “左”、右倾的错误倾向。以陈独

秀为首的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造成重大损失。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错误，毛泽东同志提出: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② 1927 年 11 月党

中央的扩大会议上，“左”倾盲动主义 ( 即冒险主义) 路线形成，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

领导机关内取得统治地位。这一错误路线一经提出就引起毛泽东同志和在白区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批评

和制止，只持续了半年左右。1929 年下半年至 1930 年上半年，“左”倾错误又发展起来，形成第二次

“左”倾路线，即“立三路线”。这一路线主张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污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创

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

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及时纠正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

误，使江西革命根据地不仅没有遭到损失，还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0 年 5 月，毛泽

东同志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

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等重要论断，第一次提出并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马克思主

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对党内的“左”倾错误并未加以清算。在 1931 年召开

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 “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给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王明

“左”倾错误路线脱离“敌强我弱”的革命实际，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军事上主张全线出击，与

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由此被迫长征，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

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红军数量锐减，使中国革命陷入

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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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夏，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彻底清算王明 “左”倾错误路线，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

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哲学概括和创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撰写了著名的 《矛盾

论》和《实践论》两部著作，它们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

基之作。《实践论》主要研究和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研究和论述了矛盾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论证，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的哲学基础问题，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为进一步反思和批判王明 “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开展了

一场长期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围绕怎样从实际

出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

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展开大讨论。1941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

报告，指出: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

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

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 毛泽东同志借用我国古代成

语“实事求是”概括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并最终把这种科学态度确

立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2 年，毛泽东同志先后作 《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目

标是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

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

心。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正如 1958 年 7 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黑非洲青年代表团时指出的:

“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

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

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有

益认识。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左”倾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累积发展，导致社会主

义建设脱离中国实际、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具体表现为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事业以及人民生活遭受重大挫折。
1978 年 5 月，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幕，邓小平同

志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大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 《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

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同志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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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①“实事求是是马克

思主义的精髓。”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 ‘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

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③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3 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

是”的错误方针，重新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确立为党的思想路

线，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精辟指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

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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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 正

是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即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再思考和系统回答，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

质，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把与时俱进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在国内外形势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开创了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深了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

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推向 21 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将求真务实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根

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

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地在新的

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12 年 5 月 16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

央党校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讲话，指出: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

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些都对我们坚持和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要

求。”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同时，针对一段时间内治党管党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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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软”问题，以钢铁般意志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新问题和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

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胜

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证明，每当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

场的时候，党的事业就会顺利推进、取得胜利; 每当我们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教

条化，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我们就会犯错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挫折。我们要旗帜

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各种“洋教条”“西教条”。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强调: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

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反对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又破除对马克

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坚持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不断

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① 这是总结党的历史进程得

出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价值观，

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

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共产党宣言》鲜明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

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 《中国共产党

章程》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

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

憬”④。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价值观概括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

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大革命失败后，30 多万牺牲的

革命者中大部分是跟随我们党闹革命的人民群众; 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

壁;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淮海战役胜

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 改革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

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⑤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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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要牢固

树立群众观点，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就是要把人从对物的依赖和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消除人的异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把贫穷的劳苦大众从被剥削被

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民在政治上的解放，在政治权利上实现了人人平等，使中国人民站起来，

翻身做了主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 100 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资本—帝

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

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

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①。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解

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使人民群众富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使命。经过 40 多年的快速发

展，党带领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更

使人民群众富了起来。40 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3679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00 多

万亿元。我国还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外汇储备连

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40 多年来，我们

党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的 171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32189 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

教育巩固率达 95. 2%。我国还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 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居民预期

寿命由 1981 年的 67. 8 岁提高到 2017 年的 77. 3 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粮票、布票、肉

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

代党的价值追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首先，提出

“精准扶贫”的思想，推动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因人因地施策，满足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物质生

活需求，使之共享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抓落实下，我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 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其次，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坚持普惠性、

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

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分配制度。再次，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

配方式的关系，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规范初次分配，

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缩小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构建和谐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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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橄榄型社会”。最后，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

障体系，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维护好个人权利。此外，中国的社

会治理能力大大提高，大力抓平安中国建设，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大提升。改革开

放 40 多年来，我们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而且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国社会大

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一切实践成就都是我们党长期坚持 “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追求的结果。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勇于自我革命，

加强自身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认识也需要不断创新。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分析和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提出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 认识

运动) ，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

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①。1963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

里来的?》一文中精辟地指出: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

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

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著名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 “两变”思想。毛泽东同志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作的创新性阐释，成为党不断总结经验、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我们

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

险为夷的能力水平。”② 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认识、把握规律的过程，就是不断自我

革命、推动实践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不能刻舟求剑。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革故鼎新的过程。

革命时期，党的每次重大错误都将中国革命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得出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的重要论断，提出整顿队伍、纠正错误、“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

大贡献。随后，党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探索

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革命队伍迅速壮大。由于王明等人的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即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俄国革命的方法，使党的事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在危急关头，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

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为纠正和清算党内

长期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领导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彻底解决了

党的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克服了党内广泛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全党全军在确立毛泽东思想的

指导地位上达到团结统一，使中国共产党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上逐渐成熟，为党领导人民取得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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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①。
1978 年，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选择的重大历史关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

党全社会迅速展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推动改革开放这场关系当代中国

命运的伟大社会革命。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党的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纪律松弛，软弱涣散

等问题相当严重，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

党的决定。这次整党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邓

小平同志告诫全党，发现和纠正党自身的错误伴随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他说: “在改革开放的整个

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②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③“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

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④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

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先后开展了 “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同时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提出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

修复能力。”⑤ 他要求全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四个自我”形成了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

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顽强的意志品质，坚决改变管党治党 “宽” “松”

“软”的状况，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的决心勇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

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

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

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

保证。这些伟大历史性成就都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而取得的。

四、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正确看待和处理物质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重视意识对物质的

反作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精神是意识的重要内容，在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和艰难困

苦环境中淬炼而成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精神特质，是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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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指出: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① 邓小平同志提出“五种革命精神”，即 “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

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

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在一

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

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

神。”③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强调其为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一百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个伟大精神

成为党成长道路上的坐标，激励着党由幼小走向强大，由幼稚走向成熟。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

8. 6 万人锐减至 3 万多人，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革命理想高于天’。”④ 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理想信念，伟大的长征精神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在探索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程中，保持彻底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崇尚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

同志要求全党继续保持 “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

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⑤。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牺牲，彰显了蕴

含在民族血性中的磅礴力量。毛泽东同志曾说，志愿军打败了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

钢多气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

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

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

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⑥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

族风骨，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激发守正创

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核垄断、核威慑、核讹诈，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淡泊名利、至诚报国，潜心研究，自主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发射。他们隐

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不计报酬、不畏艰辛，

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形成了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

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华民族

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2020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

舟、众志成城，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很快控制了疫情，交出了抗疫斗

争的优异答卷，为世界各国作出了榜样。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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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的伟大抗疫精神，彰显了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自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

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

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

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① 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是中国精神的当代形态，是中国力量的不竭源泉。

五、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决定作用与历史人物特殊作用

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有一个坚强领导核心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但也绝不否

定历史人物 ( 伟大领袖) 的特殊作用和贡献，要正确看待和处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领袖人

物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人民群众也易随波逐流。当然，也不能过于强调历史人物的作用，不能搞个

人崇拜。唯物史观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肯定领袖人物作为人民群众的

杰出代表在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发挥的开创性、引领性作用，为我们正确认识党

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和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党的百年历程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并且全党必须拥护

这个核心。建党和革命初期，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等中央领导更换频繁，没有形成一

个坚强的正确的领导核心，表明我们党尚未成熟，所以事业发展常遇挫折，付出巨大代价。遵义会

议后，逐步确立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党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但领导核心也是通过伟

大斗争形成的，比如长征路上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自居，拉帮结派，挑战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等中央和军队领导都与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基本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和右倾错误，牢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地位，自

此以后我们党的事业沿着正确的航向胜利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遵义会议后，全党真

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长征

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抗战初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再次从反面教育了全党。”②

邓小平同志指出: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③ “四人

帮”被粉碎后，邓小平同志恢复职务，被逐渐确立为党的领导核心。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全党

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

中国国内出现“八九风波”，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国际上唱衰中国的论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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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于耳。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 “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

会主义。”① 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西方列强制裁封锁的情况下，社会

主义中国稳住了阵脚。面对国内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的不利局面，邓

小平同志于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以 88 岁高龄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发

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力挽狂澜，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问题，阐释了

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一步推动了解放思想，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段时期，党的领导核心概念被淡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做到 “两个维

护”: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② “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

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 ‘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

空话。”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

史性变革，取得一系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成就，改变了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

“宽”“松”“软”等状况，使党经历了革命性锻造，消除了党和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的航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经验证明，中

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制裁和遏制打压下，要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

实现发展并追赶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必须要有坚强的执政党领导，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

领导核心，这是被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所证明了的。

六、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为

研究对象，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唯物辩证法主张客观、全面、系统、发展、普遍联系地

而非主观、片面、零散、静止、孤立割裂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

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 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矛盾规律又称对立

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唯物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是党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同志指出: “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

片面性也很难。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

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④

中国共产党善于正确运用矛盾思维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发展。《矛盾论》开篇写道: “事物的矛

·93·

百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哲学密码

①

②

③

④

《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北京: 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 年，第 436 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下)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587 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下)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585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61 页。



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阐释的对立统一规律，在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三大活的灵魂之一，党的统一战

线是毛泽东思想三大法宝之一，坚持独立自主与党的统一战线的辩证统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党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

教训时指出: “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 ‘又团结又斗

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①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

产国际执委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遭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坚决抵制。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党坚持抗战、

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以斗争求团结，有力促进了全国

抗日。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改革是处理好中国

内部的事情，是内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开放是外因，是矛盾的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两者是相

辅相成的关系，改革是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开放是改革的外部推动力。“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

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关键是自己要搞好。”“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

然处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谁也压不垮我们。”② 同时，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争取主动，党和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打破西方

国家的制裁，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以及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③

这也体现了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和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哲学智慧。坚持对立统一关系还体现在: 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运用社会矛盾分析法，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生的变化; 坚持问题

导向，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等。

系统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系统思维

坚持从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坚持从整体或全局出发思考和处理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

1956 年，毛泽东同志撰写了《论十大关系》，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

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

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

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同志始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来考察，把社会作为一个复杂有机

体来认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改革、发展、稳定”方针的形成，“两

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提出，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先富与共富关系的处理，都充分体现

了他缜密的系统思维。邓小平同志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

的。”“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

开放不行。同时，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

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

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④ 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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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①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系统思维，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确立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

工作的顶层设计、战略方向，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

善于运用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战略思维就是从全局角度、以长远眼光看问题，

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和方向，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同志是世界伟大的战略家，他

反复强调: 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有“战略头脑”。关于军事战略问题，他强调: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

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②。“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

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抗日统一战

线、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抗美援朝等无不是毛泽东同志高超的战略思维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同志以

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

维”④。他强调: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

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注重运用战略思维治国理政，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愿景，作出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

进“一带一路”合作，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环环相扣，

形成科学系统的战略思想，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伟大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创新

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坚持正确前进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披荆斩棘，不断取

得新胜利，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中流砥柱，坚持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无

疑发挥了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

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党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的滋养，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哲学最新成果解决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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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BSTＲACTS

The Century－Long Course of the CPC and the Great
Triumph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Wang Weiguang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CPC in the century－long history of China's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re also the great triumphs of the CPC in apply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guide China's prac-
tice． At the key turning poi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hina's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relying on
the guidanc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CPC overcame difficulties，turned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survived one difficulty after another and led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victory to victory． After a century of
struggle，the CPC has enriched，developed and innovated the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its own great
practice． In the bilateral interac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y，the CPC has also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reate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cal mate-
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creating a Chinese theory，a Chinese program and a Chinese template for op-
pressed people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strive for independence，liberation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success of the CPC in the past century in China is a great triumph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Chinese practice．

The Philosophical Code of Why and How the CPC Works in China
Zhao Jianying

Learning history makes people understand the reason．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CPC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tells people one fundamental truth: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CPC's victory in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development lies in its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its us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construc-
tion and reform，which has resulted in a wealth of philosophical wisdom． These ideas mainly include: contin-
uously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adhering to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d-
hering to Marxist standpoint and values，adhering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and adhering to the mass line of doing eve-
rything for the people and relying on the people in everything; adhering to Marxist epistemology，being good
at summing up experience and lessons，upholding truth，correcting mistakes，and having the courage to carry
out self－revolut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reaction of consciousness on matter and constructing the spir-
itual genea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correctl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people and the special role of historical figures; having a strong leadership core for the ruling Marxist
party; and adhering to and applying the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to look into and solve problems．

On the New Frontier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u Leming

Any unique and systematic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thought generally has its unique analytical
method，theoretical content，policy proposals and value of the times． As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
temporary China and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21st century，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 on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s，combin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the times，
thoroughly studies the new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facing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economy，re-
veals new features and new laws，puts forward new ideas and new strategies，and gives Marxist political econ-
omy new features of the times，Chinese elements and a global perspective，upholds and develops the analyti-
cal method，theoretical content and policy system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manifests the theoretical char-
acter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and opens up a new
realm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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