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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是多年来党和国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理论、实践课题。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不断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重大成果。当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发展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尖锐而复杂的斗争，传播能力存在一定困境与差距。实现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理论传播对于牢牢稳固意识形态、实现理论创新具有重要传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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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opic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socialist road for many years. The theor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major achievement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
ists in the continuous socialist practice.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theory 
is facing a sharp and complex struggle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there are certain difficulties and 
gaps in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e theoretical communication of realiz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
ism has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value for firmly stabilizing ideology and realiz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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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的土壤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与中国现实进行紧密结合。“如何释放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

理论的巨大能量，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不断探索的重大问题”[1]。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在历史潮流中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丰富的理论果实。从世界文明角度看，这对世界上其他

国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总体经济水平已跃升世界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传播，对于维护现有成果、促进社会繁荣发展和稳定、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在国际视野中，西方一些媒体恶意发布“中国威胁论”的言说，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在

一定程度上阻挠中国的深化开放和发展。因此，及时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展示、制度展示、道

路展示，积极传播理论成果，可以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让“中国威胁论”等不良言论不攻自破。 

2. 定义内涵与传播现状分析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溯源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总结革命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此

次会议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和集体自觉[2]。其后，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长期

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学者金民卿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即：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的现状梳理 
基于对文献的综合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传播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有一些

学者关注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与趋势，但多数都是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忽略

了新时代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向国际舞台、表达中国优势的话语需求，关注国际上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传播的文献少之又少。 
从国际视野出发，由于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愈加重要，国外学者也主动投入到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上，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传播。但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较窄，

对于细微的历史故事研究放大，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但研究结论有点似是而非[3]。从国内视野出发，

学者们取得了丰硕得研究成果。从横向看，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同各个群体传播的结合研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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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例如：新媒体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高校、企业中的传播研

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传播研究等。从纵向看，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献与当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最新成果的理论传播研究较多。数据显示，2018 年国内传播研究的文献量达到了

多年来的顶峰，形成了具有历史维度的研究方位。 

3. 传播障碍分析：环境与路径 

(一) 环境障碍 
从国外方面看。首先，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处于霸权、垄断地位，在这种狭

隘的环境中不利于其他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反观西方国家经常通过各种途径，

无孔不入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侵略、灌输和渗透，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建立和

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固增添了风险和阻力。其次，中国目前的综合实力正在持续增强，尤其是文化软实力、

话语权建设都在持续提升过程中。经过多年的快速追赶，我国的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迅速缩小，

由于提升生产力发展的紧迫性，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文化等软实力没有跟得上经济发展的步

伐，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完善。再次，多元文化背景形成的传播冲突。面对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迥异的海

外受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外传播不可避免会遇到跨文化冲突[4]。因此，传播的准确性与接收度也受

此影响，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外传播需要深思的问题。 
从国内方面看。首先，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强的古老国度，已考证的文化历史从商周到

先秦，从汉朝到明清、到新中国成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脉络从未断绝，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对中国民

众的思想影响已融进了广大人民的血液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

容纳、受众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传播也存在推进上的难度。其

次，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早期传播中存在失声的情况，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传播较少，人们更熟

知“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却存在一定的知识盲区。

传统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字眼非常少，这些都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国内社会中的

传播阻碍。 
(二) 路径障碍 
首先，早期的传播规划缺乏系统设置。先进理论的学习与传播主要集中在党内、相关单位人群内、

专门的理论研究人员群体内、专业的教师、学者群体内。在人民群众中，较少能够直接接触到相关理论

熏陶、渲染。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教师的课堂上失语、在中小学生学习的课本上失声、在人们

生活的社会空间内缺少踪影。 
其次，传播的路径较为单一。传统的传播路径主要依赖从上而下的传播，缺乏双向交流互动。传播

载体通过报纸、政治杂志、书籍等单向度的传播，传播的覆盖面较窄且更新速度缓慢，缺乏及时性、鲜

活性。 

4. 传播路径的厘清与扫清 

当前，我国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愈加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的重要会议中频频强调马克思

主义理论进头脑的重要性，并且落实增加全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课程建设，将其提升到一级

学科，以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 
(一) 坚定对内传播 
首先，增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文化语境下的传播路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扎

根，形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着重在机关单位和党员群众内部，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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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加强在文化领域的结合传播，形成人民群众听得懂的大众文化。 
其次，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利用网络工具，发展新媒体传播路径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和发

展。大数据时代，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传播机制下，其已经成为中国网民日常获取新闻讯息的主要渠道，

正是由于新媒体所具有的大数据特质，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借以此获得精确的垂直传播。另一方

面，网民的数量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传播提供了规模化的群众基础。2022 年 2 月，CNNIC 发布

的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 
[5]。这意味着，广大的受众数量结合新媒体传播工具，已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信息传播条件更加成熟

有利，相较于以往单一报纸、书籍的传播载体，新媒体的传播环境已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息传播

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进而，帮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权更具影响力。 
(二) 积极对外传播 
首先，扩展国际思想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相“和”，促进中国化理

论与国际理论研究的接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

史的思想”[6]。因此，也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6]。在世

界历史思想视域下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以更准确的把握时代脉搏，走向世界思想领域的舞台。 
其次，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意识形态“软实力”，

不光中国人自己进行理论实践，也让世界看到、听到中国的智慧方案，将理论成果分享到全世界，壮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话语权、社会主义的硬实力。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具有必要性、可

能性与可行性，以破解国际社会中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西方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的盲目意识形

态崇拜[7]，让社会主义国家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对话时更加硬气、更有底气，从而反过来加强中国理论自

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例如，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国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下，“中国方案”“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话题已经成为国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这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吸引力。 

5. 传播方法与路径的创新解读 

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是传播的必要前提，方法与路径研究也穿插在传播的过程中，两者相互左右，

不可剥离。将传播方法与路径进行创新解读，需要建立在中西方文化共同的世界文明视域下。 
(一) 探寻共同基因 
对于马克思主义落根于中国这个有着四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而言，重要的是要解决本土化问题，

即如何与中国的文化基因所和解。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一直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共同基因，使两者相互促进发展。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状况实现互动、碰

撞与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发展的新语境。 
(二) 持续理论创新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此不能闭门造车，除了本国的

实践之外，还意味着应该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相对话，打开理论创新的新维度。有学者认为，这不仅

能够适应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语境下的发展需求，提升国际话语权，而且可以减少中国向度内可能出现的

理论弊端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应该扩充思想视野，进行创新性研究，进而规

定了理论传播的科学性与传播的价值意义。 
(三) 打开国外“传声筒” 
一直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和地位与日俱增，但是，中国对外传播能力却与其国际地位

不相匹配”[4]。要建设完善的对外传播机制，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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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构建经济合作组织、发动“一带一路”经济振兴计划，都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气派，这迫切需要“传

声筒”来传播中国实力。要打破西方国家在传播业界的垄断局面，打破中国对外的信息传播壁垒。加快

中国传播技术、传播能力的构建，在国际平台上加大传声。 

6. 结语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研究正热闹地在中国广袤的思想原野上行进着，各种表达形式的研究

成果也都同时是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学角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已经成为一种

重要的思想资源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的传播更具重要的世界意义

与价值，也向世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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