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

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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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历程问题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

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

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
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
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承、发展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并成功地把它推

向21世纪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科学
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背景和过程问题二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改革开放经验的

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

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

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

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

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全

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开篇之作。

一、什么是邓小平理论



（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背景

20世纪的百年历史

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1900——1950:战争与革命时期

1950——1980:冷战和对抗时期

1980——2000:战争和革命、冷战和对抗开始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变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 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

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

的思想.观战去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 ——邓小平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背景

1977年底，邓小平
第一次作出了“可以
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的判断

1978年底十一届
三中全会期间，
他进一步作出了
“战争是可以避
免的”判断

1985年3月4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
商工会议所访华团
时提出了世界上真
正的大问题是“和
平与发展问题”

党的十三大和十四

大根据邓小平的论

述，将和平与发展

概括为 “时代主

题”。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背景

“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许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
有解决好。” ——邓小平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背景

“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
实践中摸索。……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

——邓小平



第一阶段:确立主题

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
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阶段:形成轮廓

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中国共产
党十三大召开，是中国进行全面改革、扩大开放、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全面发展的阶段。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邓小
平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思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
体要求，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
念。



第三阶段:形成科学体系

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从1987年到1992年这五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经受严峻考验的五年。中国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不仅占稳
了脚跟，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邓小平理论也
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科学体系。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
讲话和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
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第四阶段:确立指导地位

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一
个科学概念首次提出，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
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
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宪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背景和过程问题三



如何坚持与时俱进，迎难而上？

如何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如何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世纪交替、千年更始，国际局势风云变幻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

不畏浮云遮望眼
咬定青山不放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时，坚决捍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推向21世纪。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1 是在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
础上形成的

时
代
背
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01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02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04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05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06

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03



1
是在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形成的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
夫作为苏联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
总统通过电视向全国讲话，宣布辞
职。在克里姆林宫前飘扬了近70年
的苏联国旗缓缓降下，随后卫兵升
起了俄罗斯的三色旗。这一天成为
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1
是在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形成的

1999年3月24日傍晚，北约
对南联盟发动了蓄谋已久的
空中打击，这是一场未经联
合国安理会授权，严重违背
《联合国宪章》的入侵行动。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1
是在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形成的

生命科学迅猛发展 经济全球化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
方位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
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
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
方位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两大历史性课题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
系，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如何解决国内的人与资源、环境的矛
盾，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摆在中国共
产党面前的必须研究解决的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Ø长期酝酿阶段(1989年到1999年)

（1）1989年，邓小平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重要意见。
（2）江泽民对党的建设进行长期思考。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间思考的。在实行改革开放
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
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
途命运。”

——江泽民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Ø逐步形成阶段（2000年2月到2001年7月）

（1）广东讲话。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早是2000年2月江

泽民在广东视察“三讲”情况并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调查的过

程中提出来的。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2) 5.14讲话。江泽民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地

位。“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

（3）2001年“七一”讲话。江泽民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根本上回答了

在新世纪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

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Ø确立理论地位时期（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04年）

（1）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2）2004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被载入宪法。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和过程问题四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条件

1.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新的阶

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2.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六大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3.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分析国际形势、顺应世界发

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的。



视 频



（一）科学发展观的酝酿阶段

（二）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完善阶段

（三）科学发展观的成熟阶段

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的过程



（一）酝酿提出阶段（2002——2003年）

2003年7月1日，“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开幕。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学习贯彻好‘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

并努力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务必

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

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

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

做”，列举“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阐明“‘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

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



（二）丰富完善阶段（2003——2007）

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形成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统筹区域发展，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科学发展观，把
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一道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10月21日通过党章修改案，把科学
发展观写入党章，这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已
经形成科学理论。

（三）发展成熟阶段（2007-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