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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概论》

内容概要

《毛泽东思想概论(本科本)》内容简介：同学，当你拿到这本教材，你将开始一门新课程的学习。也
许这时在你脑海里会出现一连串的问号：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这门课程
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有哪些？如何学好这门课程？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以往的教科书中一
般是采用“绪论”或“导言”等形式出现的。我们这本教材没有采用这种形式，而用“编者的话”的
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是想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通过交流谈心、切磋讨论的形式，将同学们引
进“毛泽东思想”这个充满智慧和魅力的思想殿堂，使同学们通过“毛泽东思想概论”这门课程的学
习，得到启迪和教益。

Page 2



《毛泽东思想概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毛泽东
思想的产生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第二
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三、毛
泽东思想的完备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四、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
涵义和科学体系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和科学内涵三、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一节 近代中国国情与新民主主
义革命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民族民主革命二、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
转变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总路线二、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对象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
质和前途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三、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四、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
问题第一节 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一、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长期的主要的形式二、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依据和基本途径三、人民军队的建设和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第二节 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一、革命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策略二、实现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
则和基本经验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的建设一、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二、着重从思想
上建设党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和条件二、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与过渡性质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
容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必然性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一、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历史意义第五
章 社会主义若干基本问题的探索成果第一节 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我们的总目标是建
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以及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
的矛盾学说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
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一、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二、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两步走”战略第四节 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一、探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提出“
两个务必二、扫除官气，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四
、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二、经济体制改
革的初步设想三、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四、重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综合平衡第二节 社会主义
政治建设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扩大民主，加强法制建设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根本政治制度三、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四、实现各民族平等，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繁荣科学文化的基本
方针三、发展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四、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第四节 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
对外关系一、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二、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
平三、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第七章 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一
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一、共产党人就是靠实事求是吃饭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三、反
对本本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一、群众路线是
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第三节 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一、争取外援与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二、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第四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一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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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概论》

章节摘录

插图：正如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所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
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即使像朱执信这样
的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并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真正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认识、所接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1917年俄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事。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战，
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各种内在矛盾不可克服的结果。这场战争震动了全世界，也使一些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对长期以来视为楷模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列宁领导的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示了马克思主
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威力，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了现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先进分子
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与亚洲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传到了中国。一批曾
经崇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隔着纱窗看晓雾”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胜利这一活
生生的事实中，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
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泽东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
点的生动描述。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外部条件。更重要的
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具备了阶级的基础和思想
的基础。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因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又有相互勾结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是当时世界上民族矛盾和
阶级矛盾最激烈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作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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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概论》

后记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增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我司组织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两课”
教学基本要求》，编写了这本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本教材认真反映前些年的教学实
践经验，借鉴和吸收了毛泽东思想概论学科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毛泽东思想概论》由教育部社会科
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主编为王顺生（教育部普通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主编为王章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各章执笔人如下：第一章、第七
章，王顺生；第二章，刘先春（兰州大学教授）；第三章，汪云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第四章
，郭文亮（中山大学教授）；第五章，王章维；第六章，张玉瑜（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全书由王顺
生统改、定稿。书中所列表格，由王顺生、汪云生整理而成。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靳诺，副司长徐维凡
以及思想理论教育处刘贵芹、荆辉参加了本教材编写提纲的讨论和统稿工作。本教材在组编和统稿的
过程中，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写时间较为仓促，本书难
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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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概论》

编辑推荐

《毛泽东思想概论(本科本)》：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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