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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这是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高度总结和系统凝练。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

放性的科学真谛，以历史性的变革和历史性的成就，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1、在揭示规律中彰显真理光芒

“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

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

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人类思想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类物质生

产实践，创立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有机统一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此外，还创立了科学的自然观、科学观、伦理观、军事观等，集总结历史、

分析现实和预测未来为一体。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重要支撑。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科学工具，也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历史唯物主义

和剩余价值理论两个伟大发现，首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

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既是

科学的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其结合实践需要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

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

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

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等，科学回答了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层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

命运。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不断实现飞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在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科学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强大生命力。

2、在人民至上中凸显根本属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

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

想体系，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社

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马

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全部才能和力量，

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人民性的终极指向成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在发展。中国共产党是践行马克思主义

人民性最坚定、最彻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

上，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特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

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人民立场，回应人民关切，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尤其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精准扶贫等系列民生举措的实施，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执政为

民的责任担当，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与时俱进。当前，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已经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必将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继续诠释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的生动篇章。

3、在扎根实践中回应本质要求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服务于

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

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改变了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和感性只是“从

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局限，克服了唯心主义“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的弊端，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之中，科学解答

了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相互区分和统一的基础，客观阐明了认识

的产生来源、发展动力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重大理论问题，深刻揭示了全部社会生活

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此外，实践性本质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理论是否正确还要接受实践检验并要在实践中

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理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自身

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就在于其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不断推动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

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

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长期浴血

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适合

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

历史经验，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接续奋斗，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形势下，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

开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向世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是指导

中国走向富强、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理论武器。

4、在开放发展中汲取活力源泉

“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

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就是因为其具有开放性的理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

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

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根本要求，

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还体现在

马克思主义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理论、思想和主义持有批判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勇于自我



否定，不断在否定中发展壮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实践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

所持有的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在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

挑战中，向着现在和未来开放，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人

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世界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大

时代。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决时代问题，这就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始终

保持开放性，不断实现理论本身的时代转化和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

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态度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结和时代表达，特别是在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中对马克思

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深

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特征，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生动诠释了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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