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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3_80_8A_E9_c67_221006.htm 一。 邓小平理论形成

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社会实践基础 答：1.历史定位：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

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

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

总结，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成为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成为邓小平理

论。 2.形成条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我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

的历史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社会实践基础。 3.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4.理论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5.性质：

一方面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

思主义。 二。 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答：1.“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2.意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反复思考和强调的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搞清这一问题，是为了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

质。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所决定的。根据对什么是社会

主义和中国国情的思考，邓小平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

理论问题的科学回答，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

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模糊概念，摆脱

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

。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对于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三。 社会主义的

本质。 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概

括，对于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把握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突出

生产力，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把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目标。 在生产关系上，把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 把“共

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本

质的科学论断，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手段与目标的辨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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