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

根本途径和重大意义



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庄严历史责任。”这一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已经

上升到了历史责任的高度，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以及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途径和重大意义这些基本问题，从而增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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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

坚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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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首次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九个必须

”的基本要求，其中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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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成功实践来阐释和论证“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

义的强大生命力”的历史意义，并且将这一命题概括为党坚持理论

创新历史经验的主题。

在2022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

出，“注重分析研究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时代化，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

随着认识的逐渐深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专辟一章，对这一重大命

题的理论逻辑、历史经验、现实成就、核心要义和完善发展等方

面进行了深邃思考、整体阐释和庄重宣示，系统全面回答了“什

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基本内涵在丰富发展中实现成熟完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

马 克 思 主 义马 克 思 主 义

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时代化

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统一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开拓与创新

两者以科学回答时代课题为共同逻辑基础，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实质内容，辩证统一于党的理论创新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

第一，科学回答新的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起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回答

“马克思主义行”和“中

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行”的逻辑关系。马克思

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阐明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是人们“从最过

硬的事实出发”而生成的

理性思考，是基于历史唯

物主义而提出的基本问题。

正是在关于这两大问题的

深邃思考中，我们形成了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行”的思想升华。这

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是时代的需要，是

实践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

第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质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

笃行真理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在与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的互动中实现

自我创新与嬗变，并以此保持科学真理性和鲜明实践品格

。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也要有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

一是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呈现。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各有侧重又辩证统一的概念整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具有本质联系，是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性概念。

这种本质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二是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重大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基础上更加注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自信、历史主动；表明中国共

产党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置于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宏阔历史中审视，站在“坚持胸怀

天下”、“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新高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使命，升华了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境界。



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

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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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途径

“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熟认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

进行“第二次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

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讲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也是带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中国的文化，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两个结合”内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具体实际
指的是基本国情、发展阶段、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条件

要素有机统一的整体。

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内在包含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

的价值主张。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内在逻辑的最新表

达和集中概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从“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在过程层面

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决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更要解

决如何枝繁叶茂的问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深植中华

文化沃土，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养分。

01

面向未来，“两个结合”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续写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高度共识和基本思路。

在结果层面

“两个结合”体现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概括，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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