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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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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和看法。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质、结构和功能等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回答，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新形势下，系统梳理和全面把握胡锦涛关于“什么是马
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对于指导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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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u Jintao's View of Marxism

Deng Hailong
(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Hu Jintao's view of Marxism is the basic ideas and views on“what Marxism is，how to deal with Marxism
”，which aros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accelerating socialist mod-
ernization，and achieving the great renew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Hu Jintao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
nese Communist Party． Hu Jintao provided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scientific answer to some basic problems about
the generation，nature，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Marxism，enriching and further developing Chinese communists'
view on Marxism． In the new situation，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bout Hu Jintao's views on
“what Marxism is，how to deal with Marxism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in China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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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出现

的新形势、新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立足于中国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着眼于继续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任务，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紧抓住发展机遇，积

极应对各种挑战，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
众所周知，这些辉煌成就取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也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那就

是形成了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
所谓马克思主义观，概括地说，“就是人们关于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看法”［1］。具体来讲，它

主要包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这里涉及到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质、特点、结构、功能、命运等

等问题。二是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这

里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学习、研究、运用、捍
卫、坚持、发展等等问题。”［2］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

观，无疑就是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关

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和看法。

一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

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基础

上，不仅对原生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科学的

回答，还对发展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

最新概括，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3］12，这

充分体现了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实践基础上的

时代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

生的，都是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

也不例外。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

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4］11

时代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

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4］5，马克思主义能在中

国得以发展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实践的

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

中，建立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中国共

产党的十八大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演进与发展脉络，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四代中

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贡献。总

之，无论是原生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意

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

实践中逐渐产生的。
(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这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本质特征、

精髓等精神实质方面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进行

科学回答。2003 年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

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

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

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

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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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

最重要的理论品质”。［5］6 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马克

思主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的

方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6］中国共产党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7］9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

这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体系和形态结构

等方面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回答。“马

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8］38，这说

明其内容体系特别是形态结构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

不断发展。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30 年来，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

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

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建设中国共产

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

问题。30 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34 这充分表明以胡锦涛

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间

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的内在统一性全面理解和

准确掌握的科学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

党的十八大不仅鲜明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组成，揭示了

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联系，还明确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13。这些科学

的总结和归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

识和把握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和规

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
(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功能

这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价值等方面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回答。胡锦涛的马

克思主义观在这个问题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

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

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

思想保证”［8］14。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

·55·第 27 卷 第 1 期 邓海龙: 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探析



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

指导下，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

党的十八大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即科学发展观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这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

思想的重要功能。其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4］11，坚信“否认马克

思主义 的 科 学 性，丢 掉 老 祖 宗，是 错 误 的、有 害

的”［5］26。9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创造性地运

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分

析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面临的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

势、新问题、新变化，不断探索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它“是马克思

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

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

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发展新境界”［7］7—8。

二

马克思主义观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怎样对

待马克思主义”。对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

共产党中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科学的回答。
( 一) 深入学习和研究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

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9］10。2004 年 9 月，中国共

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全

会决定的方式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

求。［10］2009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

正式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

思想政治水平”。［9］10 胡锦涛强调要“组织中国共产

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

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11

“组织中国共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

规，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时广泛学习现代化建

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

方面知识。”［9］14 此外，胡锦涛还提出要深入实施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武装中国共产党，既要向书本学习，还要

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切实提高全党的学习能

力。［11］122胡锦涛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

习，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在胡锦涛主持下，中共

中央政治局先后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走进中南海为政

治局讲授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党建

等方面的课程 70 余次。由此可见，深入学习和研

究，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对待马

克思主义的一种科学态度。
( 二) 毫不动摇地坚持

对于这一点，胡锦涛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他

强调“在未来的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

风险，都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

南。”［5］26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

展，必须从根本上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

歧途”［5］10，它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

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7］50。“在当代中国，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

思主义。”［3］12 为此，当前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并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 就是要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并坚定这样的理

论自信; 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坚持

这样的制度自信。
( 三) 与时俱进地发展

胡锦涛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

不是要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与时俱进地

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坚信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

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

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4］11 在胡锦

涛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

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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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3］12。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要适应实践的新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

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4］9，及时适应实践

的新变化，解决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

指导。当前，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必须“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

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

来”［8］15，“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
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7］13。

三

胡锦涛这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顺利实现“中国

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一) 理论价值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

现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积极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12］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

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

程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深化和拓

展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并对这些认识不断进行理论概括，提出了一系

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最重要的理论

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落实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倡导社会主义

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

家;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系统科

学的理论“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

总结实践新创造，深入回答时代新课题”［11］15，开拓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 二) 现实意义

历史与现实经验表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成功是同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观密不可分的。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于指导并服务于

实践，“理 论 创 新 对 实 践 创 新 具 有 重 大 先 导 作

用”［13］。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

和矛盾凸显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通过全面深化

改革才能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

盾和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

不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导，离不开由此而形

成的一系列科学理论的指导。换言之，只有牢固确

立并长期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导，才能更

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并

在实践中不断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真

理力量”［11］129，因此，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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