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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 “第十一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坛

暨第十四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 综述

王　 凡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第十一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坛暨第十四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学术论坛” 在西安举行ꎮ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陕西师范大学主

办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ꎬ 以及 «人民日报» «马克思主

义研究» 等报刊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安ꎬ 紧扣大会主题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展开交流探讨ꎮ
１. 准确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ꎬ 这一思想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

理论成果ꎬ 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与会专家从不同视角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进行了深入剖析ꎮ
提炼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特质ꎮ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ꎬ 习近平

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ꎬ 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ꎬ 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

质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何虎生指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继承发展党的文化思想的民族性ꎬ 在文化层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ꎬ 集中彰显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ꎮ
阐释 “第二个结合” 的价值意蕴ꎮ “第二个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

史经验的深刻总结ꎬ 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ꎮ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院研究员董彪指出ꎬ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原创性概念ꎬ “第二

个结合” 经由形神兼备、 由用致体、 知行合一等一系列思想创新效应ꎬ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ꎮ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帆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逻辑关系与结合趋向ꎬ 指出 “第二个结合” 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ꎮ
概括初具雏形的民族复兴理论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鲜明主题ꎬ 新

时代新征程ꎬ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向前ꎬ 理论创新也走向深入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指出ꎬ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复兴理论已初具雏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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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 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先求民族独立ꎬ 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ꎬ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ꎬ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必须增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必

须正确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ꎬ 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探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的重要命题ꎮ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ꎬ 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命题ꎮ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西藏民族大学副校长 (挂
职) 任晓伟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是一个重

大战略问题ꎬ 既要认识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是人类知识共性与中国知识个性的统一ꎬ 也要准确

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奠基性作用ꎮ 西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何博认为ꎬ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本质是群体思维方式的培育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 “六个必须坚持” 培育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思维方式ꎬ 在一定程度

上回答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 的关键问题ꎮ
２. 深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方法路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 内涵丰富、 系统全面、 博大精深的科学

体系ꎮ 随着实践进程的深化ꎬ 这一思想仍在不断丰富发展之中ꎬ 理论的创新发展对理论的体系化学

理化研究阐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

化学理化展开了充分交流ꎮ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ꎬ 要求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指出ꎬ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

理化研究推向深入ꎬ 一是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论

述ꎮ 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世界观和方法论凝练其科学体系ꎬ 同时ꎬ
注重研究阐释这一科学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间的内在联系ꎮ 二是着力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基石性问题ꎮ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学说两大理论基石的概括为方法论指引ꎬ
探寻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始终、 对其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基

石ꎮ 三是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ꎮ 在深刻把

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里程碑意义的基础上ꎬ 聚焦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 新论断开展学术研究ꎮ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ꎬ 需要准确把握其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陈志刚指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内在逻辑主要表

现在: 坚持问题导向ꎬ 深入回答时代课题的实践逻辑ꎻ 坚持 “两个结合”ꎬ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的飞跃的理论逻辑ꎻ 以话语创新为载体ꎬ 以理论基石为支撑ꎬ 全面推进理论创新的建构逻辑ꎮ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ꎬ 还应回答好体系化学理化的基本问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赵智奎认为ꎬ 理论的体系化与学理化辩证统一ꎬ 学理化体现本质性、 真理性、 科学

性ꎬ 体系化体现形式性、 系统性、 规律性ꎬ 学理化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体系化ꎮ 为此ꎬ 应以马克思关于

思想体系学理化的论述为指导ꎬ 按照 “概念、 范畴、 命题、 思想群—理念、 系列、 规律—体系、 形态”
的递进式学理根据和分析进路ꎬ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推向深入ꎮ

３. 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要义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为总目标ꎬ 其改革举措涵盖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 国家安全、 国防和军队等

方方面面ꎮ 与会学者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点、 重要原则和任务展开了深入交流ꎮ
揭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主动ꎮ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正礼从四个方面深刻

３４１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阐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历史主动: 第一ꎬ 自觉总结历史经验确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原则ꎻ 第二ꎬ 在接续探索中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主线ꎻ 第三ꎬ 努力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赢得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主动ꎻ 第四ꎬ 充分运用历史规律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ꎮ
解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王维国从系

统的整体性、 结构性、 层次性、 开放性等方面出发ꎬ 探讨了如何坚持系统观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问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研究员杨彬彬认为ꎬ 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ꎬ 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改革成果的确认和建设制度文明的内在自觉ꎮ
剖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ꎮ 经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牵

引作用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研究员曾宪

奎深入探讨了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问题ꎮ 他认为ꎬ 当前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解决科技全

链条创新效率提升问题、 关键核心技术与零部件制约问题、 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等

三大战略性任务ꎬ 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速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ꎮ
４. 集中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ꎬ 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领导力量、 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等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作用ꎮ 与会专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进行了全面解读ꎮ
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性超越ꎮ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明明强调ꎬ

基于大历史观阐发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性认知意义重大ꎮ 他认为ꎬ 批判立场的无

产阶级性、 批判维度的全面性、 批判方法的辩证性、 批判指向的超越性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

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的方法论ꎮ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ꎮ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润枝从理论内涵、 问题指

向、 实践要求等三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ꎮ 华东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赵勇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辩证思维ꎬ 从 “破与立” “前与后” “内
与外” “正与反” “同与异” 等几对辩证关系出发ꎬ 明确了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主要着力点ꎬ 为

党的创新理论成果 “飞入寻常百姓家” 提供了思维启迪ꎮ
释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贡献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邹广文强调ꎬ 现代化本身具有文

化指向ꎬ 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著述为指引ꎬ 有效缓解了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

系ꎬ 使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具体表达ꎮ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燕连福指出ꎬ 面对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入融合发展的时代课题ꎬ 应着力推动文化科技化、 科技文

化化ꎬ 让文化与科技共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ꎮ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蒋红认为ꎬ 要深入把握

网络边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着力点、 根本价值导向与重要文化载体ꎬ 不断加强新时代网络边疆爱

国主义教育ꎮ 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梁严冰回顾延安时期党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

伟大实践ꎬ 对延安时期新文化经典的主要内容、 鲜明特点和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ꎬ 应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走向深

入ꎬ 自觉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形态ꎬ 从而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

武装全党、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ꎮ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张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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