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条件

 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历史根据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

 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

 时代背景  和平与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初步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二大

 基本形成  十二大——十三大

 成熟阶段  十三大——十四大

 发展阶段  十四大——十五大

 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南方谈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三个有利于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解决台湾问题提出，香港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重要内涵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根本要求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科学发展观

 内涵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五个统筹

 城乡发展

 区域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主要内容（八个明确）

 总任务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四个自信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深化改革

 新发展理念

 人民当家作主

 全面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总体国家安全观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面从严治党

 历史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