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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B2_BB_E8_80_c73_247264.htm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

内容 《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党的思想路线表述为：“一切从

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

发展真理。”这一科学的表述揭示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是有四个基本方面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基本内容为

：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思想路线

的前提和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指的是人们在认识事物、

解决问题时，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出发，

尊重和承认客观事实。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指导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国

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其中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目前正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想问题，办事情

，作决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

脱离这个实际。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反对唯心论和

机械唯物论两种错误的思想。“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都

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分离为特征的。从

实际出发，就是应该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应该把现象当

作人们的向导，用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方

法，找出事物的本质。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

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

误倾向：教条主义从书本出发，靠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

词句来解决问题；经验主义从狭隘经验出发，轻视科学理论



的指导作用，满足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尽管二者的表现

形式不同，但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节

为基本特征和主观主义。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既要吃透理论，注

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搞清实际，把

对中国实际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其本质的理性认识，并使二

者紧密结合起来。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尊重实践就必须

尊重人民群众。尊重群众就必须尊重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

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归根到底是要看“群众高兴不高兴”

、“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

不答应”。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群众还

必须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的统一

，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一致性。 第三、实事求

是。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实质。毛泽东在1941

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

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

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

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得向导。”新的历史条件下，邓

小平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

相结合。 实事求是在党的思想路线总的地位与其他三个方面

并不是等同、并列的，它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实质。实

事求是内在地包含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在实

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三个

方面都可以用实事求是加以解释和说明。一切从实际出发，

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

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验证条件和目的。 实事求是还蕴涵

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内容。要做到实事求是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由于实事求是

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故我们通常把党的思想路线

概括为“实事求是”，把党的思想路线称作是“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 第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实践

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验证条件和目的。

邓小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

正确的唯一标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他对真理标准问题作

了新的发挥，把实践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

准。 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记忆基本概念) 解放思想和实

事求是是内在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前

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尊重实践、尊重群

众，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体现。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是党的思想路线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就是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在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

观和客观相符合。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做到一切从我

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

律，推动和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发展。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



前提，实事求是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达到

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一致。但这种一致是相对的、暂

时的，是历史的、发展的一致，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的一

致。 实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使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相符

合，但主观是否符合客观，思想是否符合实际，只能通过社

会实践来加以检验。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才能从根本上破除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克服与消除

思想僵化，从而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党的思

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党的思想路线强调从

实际出发，用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强调思想和

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

认识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的没有止境的

过程；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

有机统一、民主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与时俱

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

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等等，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论。 第二、党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

路线的思想基础。党的政治路线是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

奋斗目标而制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

到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以正确

的思想路线为基础，必须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科



学分析的基础上。 第三、党的思想路线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

建设和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是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其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就是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最根本的。实事求是还是

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

革中，我们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

系实际，制定并落实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

与时俱进精神，推进理论创新。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需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品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和根本要求。实

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坚持与时俱

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都深

刻地说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1.体现时代

性。与时俱进是一个以时代特征为基础的动态概念。在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与时俱进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的内容，使党的思想路线呈现鲜明的时代性。它昭示全党，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必须把握时代变化

，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体现时代性，根本在

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把握规律性。与时俱

进，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既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和时代要求的角度体现了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发展，又

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获得了本质的规定性。坚持党的思

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本质就是要以



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把握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

观规律。 3.富于创造性。解放思想，激发主体的活力，以积

极、能动、进取的姿态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体现着

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以“求”为中介，从“实事”到“

是”，超越事物的现象状态，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内含

着创新的要求。与时俱进则强化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

新内涵，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富

于创造性的新要求。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

必须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的不竭动力，也是

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其中理论创新

是基础，是关键。进行理论创新，就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总

理的惟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

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

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

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进行

理论创新，就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

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2006年第12题考察过) 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辩证统一的。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

，把握住时代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

的重大问题，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

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六、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

利于”标准(记忆基本概念)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

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并对这个标准进行完整准



确概括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同志。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强调指出：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

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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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

水平。”这样，一个完整科学的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

标准被确立下来。这“三个有利于”，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

标准，因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键的基础

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

于”标准，最根本的就是“生产力标准”。这“三个有利于

”标准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所载入，成为检验全党的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的实践标准

。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

科学总结，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正确认

识和全面理解“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对深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第一，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是社会主义

本质和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社会主

义本质要求的一个实践准则和理论准则。社会主义本质既然

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然是党和国家的各项

工作的重心和根本任务，各方面的工作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

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实践中，衡量或判断我们各项工作是

非得失的标准，首先就应看其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三个有

利于”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

生活水平”，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



发展目标和生产目的的问题。邓小平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

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我们始终必须坚持的两条基本原则。发

展生产，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本质应

有之义。至于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其实就是要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这是我

国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全面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

本目标。 第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坚持“

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同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并不矛盾

。在社会各个具体领域、各项工作中，都有其自身特殊领域

，相应地也有具体规范和具体标准。但是，这些具体标准都

必须对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前提，最终应当而且能

够与“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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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