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
———“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综述

方 正 赵振辉

2018 年 4 月 14 日，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主题为 “毛泽东

思想与改革开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人民日报社、毛主

席纪念堂管理局、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的 120 多位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

次论坛。与会专家围绕着论坛主题作了精彩发言和热烈讨论。

一、毛泽东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对内进行制度改革、对外反对霸权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金民卿向论坛致辞并作主题报告。他强调:

毛泽东与改革开放具有极强的内在关联性。毛泽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我们要坚决批判历

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不能简单否定毛泽东在改革开放方面的探索。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如果离

开毛泽东思想而空洞地谈改革开放，那么中国的社会改革就会失去根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

大的改革者，在他的领导下，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刻的制度变革，而且在社会主义的建立、巩

固和完善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脚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为改革开放奠定

了不可或缺的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我们必须正视毛泽东与改革开放的重要联系。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许全兴指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伟大成就的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最根本的历史经

验，是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最本质的内在联系。

中山大学教授徐俊忠探究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思想原则。他指出，新中国

成立以后，我们出现过照搬苏联模式的现象，毛泽东称之为 “新的教条主义”。苏共二十大后，毛

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展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性探索，

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毛泽东关于社会改革最基本的思想原则是: 积极学习国外的

先进经验，但坚决反对不顾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应有价值而照搬外国的东西。

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马社香指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就比较集中地表明霸

权主义是对各国实事求是、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深度制约，唯有清醒认识霸权主义的本质，挣脱霸

权主义的束缚，新中国才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我国具体国情为基础发展经济，逐渐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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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开拓者

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对改革开放作了许多重

要的理论思考，具有丰富的内涵。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薛广洲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改革开放的起因。他指出，毛泽东改革开放

观的哲学逻辑蕴含着八个方面的内容: 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领

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客观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基本方法是综合平衡的辩证方法，

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宗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核心是调动积极性，原则是完善公有制。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杨明伟探讨了毛泽东晚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深思的出发点、主要

内容及其现实意义，认为毛泽东关于坚持和平、反对战争以及彻底改变中国挨打状况的一系列观点

是站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特别是站在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上来观察和思

考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在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各领域的各种战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毛

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精髓至今仍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研究员丁仁祥阐述了毛泽东早期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观点、实践经验、

历史启迪，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舆论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强调舆论宣传必须立足现实，

一切从实际出发; 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 必须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 必须传

播革命文化，坚持舆论先行。在新时代，我们要借鉴毛泽东早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刘振江论述了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继承

发展等问题，认为毛泽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原则，实事求是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他指出，习近平国家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毛泽东国家治

理思想一脉相承，是对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的熟练运用和创新发展。

三、毛泽东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奠基者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切实推动了中国改革与开放的步伐，尽管

当时的改革和开放是局部的，但是这一时期奠定了与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交往的基本格局。

金民卿探讨了毛泽东关于改革开放思想的原始建构、实践展开及其当代价值。他认为，青年毛

泽东在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提出了改

造中国与世界的方向目标、理论指导、制度选择、方法路径、具体步骤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指出，毛泽东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包

含六个方面的思想内涵: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

统一，是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统一，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宏大的社会革命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的社会革命运动，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社会改造、建设新型社

会制度、合理调整开放等一系列实践来展开的，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改革开放的探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胡学举论述了毛泽东 《矛盾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成功

运用，阐释了《矛盾论》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改革开放观的深刻联系。他指出，毛泽东在坚持唯物

辩证法的基础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形成了中国风格的矛盾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进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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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通篇闪耀着辩证思维的真理光辉，这是对毛泽东矛盾论的出色运用。

四、毛泽东改革开放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关于改革开放的思考对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金民卿指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的基础上展开的，具有九个方

面的鲜明特点: 第一，有主义———既毫不动摇又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思想地位上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突显了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上的坚定性和创造性。第

二，有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坚定不移地加强和完

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三，有目标———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始终不渝地把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第四，有

基础———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改革的出发点是中国具体实际，改革的立足点是中国国家利益。第

五，有深度———始终坚持改革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

的第二次伟大的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实现了巨大的历史性飞跃。第六，有胸怀———科学

把握时代特征与世界格局，充分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承担国际义务，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特殊贡

献。第七，有步骤———在路径方法上始终坚持改革的稳步推进性，坚持循序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断崖式

或休克式的改革，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八，有勇气———改革作为一项全新的探索性、

试验性的事业，是纠错创新和自我革命，既改革外在的、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改革内在的、党自身的

问题，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应同时进行。第九，有底线———改革开放是全面深刻的，但绝不是没有底

线的。这就要求我们: 坚守政治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守国家利益底线，绝不牺牲国家核心利

益; 坚守理论底线，创新理论，绝不动摇指导思想; 坚守人民利益底线，绝不牺牲人民利益来获取经

济发展。一旦有了损害底线的趋势和做法，就要及时坚决地纠正。

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王鸿运介绍了党中央对毛主席纪念堂的政治态度、

建设历史、基本情况及主要任务，并指出，毛主席纪念堂是一个政治性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员的

精神家园，我们要宣传好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朱继东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了 2017 年度毛泽东思想研

究领域的动态、热点、特色、主要成果、亮点与不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研究当前存在着一些不

足: 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科重视不够、缺少人力和物力的有力投

入、国家级课题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视不够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陈志刚对论坛进行总结。他高度评价了本次论坛，并

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汲取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牢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不断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经过交流讨论，与会专家学者达成普遍共识，一致认为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革命

存在着内在联系，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科学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深入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精神要义、思想实质。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编辑: 刘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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