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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文化 本章2006年考试大纲没有新变化。 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阅读知识点) (一)社会主义文化

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文化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的物

质文明而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相对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而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社会主

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

要表现。 首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社会

主义社会有机统一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

个文明、全面、进步的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

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而且必

须要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

度的发展，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离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民主

政治建设就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

略目标也不可能实现。 最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社会主义

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

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战



略地位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精神文明

建设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

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一，精神文明是使物质文

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现代化建设创

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第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赢得同资本主义

相比较的优势，实现中华民族在世界腾飞的重要精神条件。

邓小平认为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我们的优势，要在新

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他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

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都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

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是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在

世界真正腾飞的重要精神条件。（1995年理科辨析题第25题

、2002年理科多选题第24题）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经

济、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 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形

态所组成的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其中，经济是基础，是最终

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保证；思想文

化则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观念形态的反映，并给予经济和

政治以巨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

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之相适应，人类文明也是一个有机

系统，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 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彼此紧密联

系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

。物质文明的发展处于基础地位。物质文明不断发展，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才有必要的物质条件。政治文明为物

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法律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

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它们对物质

文明的发展能够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 (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相辅相成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2001年

初，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应始

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法制

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

结合起来。（2002年文科单选题第11题、2002年理科辨析题

第33题）之所以要强调二者的结合，是因为： 第一，是由法

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有赖于国

家的强制力，以遵守为前提，以强制作后盾；道德对人的行

为的规范，则主要通过人们内心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

来实现。法治的最大长处是可以防止和克服人治。但是法律

并不是万能的，法律是他律，法律的主要社会功能是惩恶；

道德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一种内在的自觉，是自律，道德的主

要社会功能是扬善。只有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方能取长补

短、更好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 第二，是由“法治”和“

德治”的关系决定的。法治和德治，彼此促进，相辅相成。



法治调整人的外部行为，德治调整人的内心世界，只有两者

相辅相成，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社会的稳定。法律与道德在调

整范围方面既有分工，又有协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

化。 第三，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正处

于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前进过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

：一方面需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保证司法公正高效，保障公民权利，坚决制止政府机关中存

在的滥用权力、权钱交易、违法行政的现象。 第四，所谓依

法制国与以德知国相结合，就是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法律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