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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2/2021_2022__E5_85_AC_

E9_80_89_E8_80_83_E8_c25_232862.htm 一、邓小平理论是当

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背

景1、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 2、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们社会主义建设

的教训经验中建立起来的。 3、是改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中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年发展阶段：1、78年十一届三中全

会--十二大初步形成 2、十二大--十三大，逐步发展形成基本

的轮廓。 3、十三大--十四大，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

四大为标准，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 （二）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

阶段？ 1、他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

继承了前人，突破了常规，开拓了马克思理论的新境界。 2

、 坚持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结果。抓住了"什么是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露了社

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 3、 坚

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世界，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

了正确的分析，做出了科学的判断。 4、 邓小平理论形成了

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来源

：www.examda.com （三）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 （四）怎样看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任务？ 首先，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

原则的基本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意识形态



。 社会主义本质（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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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一）社

会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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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1、邓小平关于

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1992年邓在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

义本质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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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

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发展 （1）在目标层次界定社会主义

本质 （2）突出生产力的基础地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

在首要基础地位 （3）突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4）在动态

中描述社会主义本质 （5）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

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 （6）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法，

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手段与目标的统一，过程

与结果的统一，本质与基本特征的统一。 （二）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1）大力发

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 （2）大力发展生产

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3）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显示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4）大力

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 

（5）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

结。 现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大力发展

生产力，才能巩固和发展生产力，可能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强大的物质基础 （2）大力发展生产力

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 （3）发展是



硬道理 （4）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5）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

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问题 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

利于"标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我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

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

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

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 在"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中，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核心和基础，综合

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以生产力发展为前

提，是衡量生产力是否发展的直接尺度。因此我们必须把发

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进步

。 依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根本判断标准，一切符合"三个

有利于"的，都是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但不一定是社会

主义的。 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东西，即使是社会主义

的，也不一定是当前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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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