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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大前沿问题研究 (２０２４)

任丽梅

２０２４ 年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纪念大会、 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等场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ꎬ 进一步深化和发

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 决心和思路ꎮ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习近平文化思

想实践案例选编 (２０２４ 年) » «论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

思想学习读本» «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 等的出版ꎬ 为理论界深入研究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权威文献支撑ꎮ ２０２４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与研究

成为热点ꎬ 理论界深入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总体性问题ꎮ 此外ꎬ 关于 “两个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 新质生产力、 共同富裕、 党的建设等的专题研究也是这一年的研究重点ꎬ 涌现出

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ꎮ 总体而言ꎬ ２０２４ 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呈现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 总体性把握与专题研究相结合、 国内研究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的鲜明特征ꎬ 既有突破性

创新又有体系化学理化推进ꎬ 立足实际解答时代之问ꎬ 在多方面彰显出理论意义ꎮ

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１８ 日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ꎮ 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ꎬ 以及 «关于 ‹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的说明»ꎬ 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ꎬ 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大意义、 总体要求、 重大举措产生巨大反响ꎬ 所提出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成为理论研

究新热点ꎬ 相关成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ꎮ
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ꎬ 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动员、 总

部署ꎮ 理论界从历史进程、 理论溯源、 现实要求和价值旨归等方面深入领会全会精神ꎮ 龚云等认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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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再宣示ꎬ 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

的历史阶段①ꎮ 季正聚认为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充分释放了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的强烈信

号②ꎮ 亚历山大罗曼诺夫认为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改革指明方向③ꎮ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

领导人和左翼学者认为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一如既往地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坚持

和平发展的立场ꎬ 以及对世界走向多极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担当④ꎮ 还有一些外国

学者从他国视角看我国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对他国发展的借鉴意义ꎮ 总体来看ꎬ 理论界对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的认识呈现视域宽广、 立体多维与实践指向等特征ꎮ
２. «决定» 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决定» 中有很多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ꎮ “关键时期”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

保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等关键词ꎬ 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

创新成果ꎮ 陈希认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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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深刻回答

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 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ꎬ 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理论创新的

最新成果⑤ꎮ 金民卿认为ꎬ 它们深度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ꎬ 形

成了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飞跃⑥ꎮ 顾海良认为ꎬ 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的整体性和协

同性阐释ꎬ 提升了 “三个进一步解放” 新概括的理论伟力和思想智慧⑦ꎮ 陈建波认为ꎬ 党的十八大

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ꎬ 涵盖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方向目标、 战略策略、 工作要求、 任务步骤、 方式方法、 落实执行等重要内容ꎬ 构建了全面深

化改革认识论体系⑧ꎮ
３. «决定» 勾画的宏伟蓝图

改革不是某个领域、 某个方面的改革ꎬ 需要统筹推进ꎬ 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ꎮ 王怀超等认

为ꎬ “七个聚焦” 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六个紧紧围绕” 的基础上提出的ꎬ 代表未来的改

革方向将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 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聚焦建设美丽中国、 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聚焦提高党的

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⑨ꎮ 石仲泉认为ꎬ «决定» 首次宣布ꎬ 到 ２０２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８０ 周

年时ꎬ 完成 «决定» 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ꎬ 并且在重点锚定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的同时ꎬ 部署了今后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ꎬ 勾画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 “三步走” 发展

战略ꎬ 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是巨大鼓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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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龚云、 朱莹: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ꎬ «当代中国史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袁倩: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暨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学术研讨会综述»ꎬ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 〔俄罗斯〕 亚历山大罗曼诺夫: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改革指明方向»ꎬ 康晏如译ꎬ «世界社会主义研

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１ 期ꎮ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课题组: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和左翼学者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ꎬ «马克

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参见 «深入学习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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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２ 日ꎮ
参见金民卿: «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重要会议»ꎬ «旗帜» 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ꎮ
参见顾海良: « “三个进一步解放” 的内涵要义及其拓展深化»ꎬ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６ 期ꎮ
参见陈建波: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认识论体系初探»ꎬ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王怀超、 张瑞: «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石仲泉: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开拓和升华———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５ 周年»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

义»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４. «决定» 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创新性探索

坚持系统思维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ꎮ
«决定» 阐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ꎬ 要求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ꎬ 以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ꎬ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ꎬ 更加注

重改革实效”①ꎮ 石仲泉认为ꎬ «决定» 是强化系统集成思维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伟业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学方法论文献②ꎮ 贺俊认为ꎬ 在一系列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深

刻洞见中ꎬ 系统集成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方法论术语③ꎮ 顾海良认为ꎬ «决定» 对中国

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创新性探索ꎬ 对于深刻理解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ꎬ
对于深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ꎬ 特别是对于深刻探究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特

征和要求ꎬ 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④ꎮ
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学术理论界侧重于系统全面、 理论联系实际地认识 «决定» 的精神实质ꎬ 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的研究主要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 鲜明特质、 制度建设主线以及基本思路四

个方面展开ꎮ
第一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厚的历史逻辑、 科学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ꎮ 罗文东认为ꎬ

进行全面深化改革ꎬ 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ꎬ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路

径⑤ꎮ 辛向阳认为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基于几方面发展的必然要求ꎬ 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贯彻新发展理念、 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ꎬ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⑥ꎮ
第二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质ꎮ 张本刚认为ꎬ 改革开放是伟大觉醒ꎬ 也是伟大革命ꎬ

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开放的接续发展和全面跃升ꎮ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色在于: 具有明确

的改革目标ꎬ 具有坚强的领导核心ꎬ 具有自主的改革道路ꎬ 具有科学的改革方法⑦ꎮ 孙来斌认为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质表现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ꎬ 确保改革正确方向ꎻ 为了人民而改革ꎬ
依靠人民而改革ꎻ 持续开拓创新ꎬ 激发改革澎湃动能ꎻ 突出问题导向ꎬ 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ꎻ
秉持正确方法论ꎬ 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ꎻ 以开放促改革ꎬ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

水平开放⑧ꎮ
第三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设主线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ꎮ 辛向阳认为ꎬ 应从厘清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主要动因、 丰富内涵及

实践路径的角度加强理论研究ꎬ 深化对改革与制度之间互动关系及其内在规律的认识ꎬ 准确领会其

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ꎬ 广泛凝聚共识⑨ꎮ 陈志刚认为ꎬ 只有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ꎬ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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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４ 年ꎬ 第 ３－４ 页ꎮ
参见石仲泉: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开拓和升华———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５ 周年»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

义»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贺俊: «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系统集成»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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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罗文东: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开放包容的胸襟格局»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９ 日ꎮ
参见辛向阳: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ꎬ «贵州省党校学报»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张本刚: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色»ꎬ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ꎮ
参见孙来斌: «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质»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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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制度自信ꎬ 又不断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ꎬ 才能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 有效应对挑战ꎬ
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ꎬ 以 “中国之制” 推进 “中国之治”①ꎮ 许耀桐概括了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三条基本路径ꎬ 即健全完善的路径、 创新发展的路径、 改革突破的

路径②ꎮ
第四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与逻辑理路ꎮ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ꎬ 涉及范围广、 触及利益深、 攻坚难度大ꎬ 所以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思路ꎮ 侯惠勤认为ꎬ
理论界需要在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视野中ꎬ 从

新的时代特色和改革特色上深入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精神③ꎮ 陈志刚认为ꎬ 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ꎬ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首要原则ꎬ 是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

向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④ꎮ 任洁认为ꎬ 要将坚持问题导向贯穿中国改革的全过程ꎬ 着力解决制约构

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 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 有悖社会

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⑤ꎮ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ꎬ 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ꎮ 未来

如何运用好 “重要法宝” “关键一招”ꎬ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ꎬ 加快高水平制度型开放ꎬ
提升现代化治理效能ꎬ 仍将是研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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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ꎮ
２０２４ 年ꎬ 学术理论界坚持系统观念和方法ꎬ 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

理化的内在要求及其关系ꎬ 运用理论与实践、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ꎬ 深刻阐释了这一重要思想

的科学体系、 理论价值、 实践意义和原创性贡献等ꎮ
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ꎬ 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ꎮ 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 “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
三个方面成就” 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ꎬ 明晰了这一思想的体系结构和核心要义ꎮ 理论界以此

为基础展开深入研究ꎬ 进一步阐释这一思想体系的生成逻辑、 立场观点等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涵盖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ꎬ 相关的研究成果虽然

角度各异ꎬ 但都尽可能地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思想的全貌ꎮ
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唯物史观ꎬ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ꎬ 进

一步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ꎮ 秦宣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ꎬ 同时又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容ꎬ 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人类未来

指明方向、 全面回答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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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志刚: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ꎬ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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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理论、 提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方案、 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等ꎬ 这些观点对科

学社会主义作出了独创性的理论贡献①ꎮ 赵士发等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

克思主义实践观维度、 辩证唯物主义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维度ꎬ 丰富并拓展了实践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ꎬ 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ꎬ 从历史规律论、 价值论、 意识形态理论、 世界历史理论、 文明观

等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②ꎮ
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中国实际和国际形势ꎬ 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答中国

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ꎬ 彰显出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ꎮ 周鹏、 罗文东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时代潮流和建设美好世界的新思想ꎬ 擘画强国建设、 民

族复兴和文明转型的新蓝图③ꎮ 龚云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 总结世界

社会主义 ５００ 多年历史经验ꎬ 创造性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重大

观点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把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④ꎮ 相关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十八

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ꎬ 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ꎬ 以全新宽广

的视野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ꎬ 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ꎮ
４. 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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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 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 ２０ 周年ꎮ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基础工程、 战略

工程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ꎬ 也对理论界进一步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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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要求ꎮ 理论界热烈响应ꎬ 一方面ꎬ 着力于把握这一思想体系化学理化

的内在要求及其关系ꎬ 在阐释道理、 学理、 哲理上下功夫ꎮ 陶文昭认为ꎬ 要在权威论断基础上致力

于学理探究ꎬ 要在总体架构上、 层次结构上、 外部关系上把握内在关系ꎬ 实现有机对接⑤ꎮ 另一方

面ꎬ 着力于把握这一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方式方法ꎮ 王伟光认为ꎬ 我们应从三个方面加强

研究阐释工作: 一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ꎬ 二是推进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创新ꎬ 三是建构党的创新理论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⑥ꎮ 姜辉认为ꎬ 要在建

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在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提供学理支撑等方面取得新成效⑦ꎮ
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 系统性、 学理性研究ꎬ 进一步加强了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ꎬ 开拓了通过理论创新来指导伟大实践的新思路ꎮ

三、 关于 “两个结合” 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我们要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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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ꎬ 不断回答实践遇到的崭新课题ꎬ 以理论创新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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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ꎬ «社会科学文摘»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赵士发、 张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ꎬ «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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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龚云: «科学把握和全面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ꎮ
参见陶文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的学理探究»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ꎮ
参见王伟光: «加强系统性学理性研究阐释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２４ 年第３ 期ꎮ
参见姜辉: «守正创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质量发展»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ꎮ



实践创新ꎬ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①ꎮ 理论界从把握其内涵要义、 精神实质出发ꎬ 围

绕 “两个结合” 的践行路径ꎬ “两个结合” 的内在联结与辩证关系ꎬ 为何 “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

的思想解放等理论与实践问题ꎬ 展开深入研究ꎮ
１. “两个结合” 的辩证关系

从 “一个结合” 到 “两个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ꎬ 二者不是简单的递进

关系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结合” 的结果是互相成就ꎮ “结合” 不是 “拼盘”ꎬ 不是简单的 “物理

反应”ꎬ 而是深刻的 “化学反应”ꎬ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②ꎮ 理论界认为ꎬ 应从命

题演化的历史逻辑把握其理论逻辑的发展和二者的辩证关系ꎮ 首先ꎬ “两个结合” 之间既互相区别、
相对独立ꎬ 又互相依赖、 互相促进ꎮ 陈方刘认为ꎬ “第一个结合” 和 “第二个结合” 针对的问题不

同、 意义不同、 方法不同ꎬ 但 “第一个结合” 是 “第二个结合” 的前提和基础ꎬ “第二个结合” 为

“第一个结合” 提供民族形式、 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③ꎮ 其次ꎬ “两个结合” 之间是内在蕴含和进一

步的关系ꎬ 即 “第一个结合” 命题蕴含了 “第二个结合” 的意蕴ꎮ 陈锡喜等认为ꎬ 其理论根据在于

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 “民族形式”ꎬ 实践要求包括同中国实践、 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结合④ꎮ 任洁

认为ꎬ 研究 “两个结合” 为何必要、 如何可能、 何以实现、 意义何在等问题ꎬ 对于深刻把握 “两个

结合” 思想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⑤ꎮ 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ꎬ
既要更加重视推进 “第二个结合”ꎬ 又要更好地把 “两个结合” 贯通起来ꎮ

２. “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 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ꎬ 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 理论和制度ꎮ 更重要的

是ꎬ “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ꎬ 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ꎬ 充分运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ꎬ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⑥ꎮ 理论界着重从历史的角度深刻理解 “两
个结合” 的重大意义ꎬ 阐释 “第二个结合” 的方法论内涵、 内在逻辑ꎬ 揭示其蕴含的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文化观、 文明观ꎮ 辛向阳认为ꎬ “第二个结合” 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认识更加科学、
全面ꎬ 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 更加系统⑦ꎮ 梅荣政认为ꎬ “第二个结

合” 作出的创新性贡献ꎬ 在于开辟了 “相结合” 原理的新境界ꎬ 明确了完成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 的根本路径ꎬ 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⑧ꎮ 普布次仁认为ꎬ “第二个结合” 是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⑨ꎮ 王南湜认为ꎬ “结合” 筑牢

了道路根基ꎬ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ꎬ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文化根基ꎮ 在 “第二个结合” 的指引下ꎬ 中华民族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ꎬ 建构

了属于自身的文化主体性ꎬ 文化自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ꎮ
３. 以 “两个结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 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ꎬ 也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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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３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ꎬ 第 １７－１８ 页ꎮ
参见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ꎬ 第 ６ 页ꎮ
参见陈方刘: «辩证认识 “两个结合” 之间的关系»ꎬ «思想理论教育»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参见陈锡喜、 刘奎: «关于 “两个结合” 与 “一个结合” 命题关系的学理诠释»ꎬ «思想理论教育»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任洁: « “两个结合” 思想的问题逻辑»ꎬ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ꎬ 第 ８ 页ꎮ
参见辛向阳: «深刻领悟 “两个结合” 的方法论意义»ꎬ «国家治理»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３ 期ꎮ
参见梅荣政: «论 “第二个结合” 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创新性贡献»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ꎮ
参见普布次仁: « “两个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理论标识»ꎬ «西藏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王南湜: « “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中国式推进»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ꎮ



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从而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①ꎮ 我们党坚持 “两个结合”ꎬ 进一步推进

了党在各方面的理论创新ꎮ 高翔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

“两个结合”、 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②ꎮ 孙照红认为ꎬ “两个结合” 是党建话语的生成根基和发

展逻辑ꎬ 是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根本途径ꎬ 也是构建 “有魂” “有根” “有力” 的党建话

语体系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③ꎮ 柴奕认为ꎬ “两个结合” 将会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拓展丰富的文

化资源、 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④ꎮ 新时代新征程ꎬ 我们党应当用好 “两个结合” 这一

最大法宝ꎬ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的重大指示ꎬ 继续将经由 “两个结合” 形成的理论成果融入学科建

设ꎬ 提炼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ꎬ 不断赋予学科知识体系新内涵ꎬ 进一步推

动理论创新ꎮ
４. 以 “两个结合” 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建设

“两个结合” 与建设中华文明内在统一、 同向而行ꎮ 余永跃认为ꎬ “两个结合” 与建设中华文明

在主体上相一致、 在要素上相耦合、 在目的上相统一ꎬ 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ꎮ 而中国共产党在坚

持 “两个结合” 中为建设中华文明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 重要基础和思想保证⑤ꎮ 董彪认为ꎬ “结
合” 的结果是相互成就ꎬ 既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ꎬ 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ꎮ 中国式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ꎬ 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中重焕荣光⑥ꎮ 新时代新征程ꎬ 准确

把握 “两个结合” 与建设中华文明之间的紧密关系ꎬ 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建设ꎬ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ꎮ 张鉴洲等认为ꎬ “魂脉” 与 “根脉” 的结合进一步拓

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视野和文明时空ꎬ 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生成基础、 塑造建构路

径、 打开创新空间⑦ꎮ

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 “总钥匙”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书的出版ꎬ 为理论界全面系统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

了权威文献支撑ꎮ
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逻辑

理论界重点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逻辑ꎮ 周丹等认

为ꎬ 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ꎬ 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ꎮ １００ 多

年来ꎬ 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指导是分不开的⑧ꎮ 艾四林等站在

“两个结合” 的角度ꎬ 总结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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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瑞涛: «论 “第二个结合” 的哲学基础»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高翔: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坚持 “两个结合” 的光辉典范»ꎬ «中国纪检监察» 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ꎮ
参见孙照红: « “两个结合”: 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理与路»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ꎮ
参见柴奕: « “两个结合” 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关系»ꎬ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ꎮ
参见余永跃: « “两个结合” 是建设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ꎬ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４ 年第 ２３ 期ꎮ
参见董彪: «为什么说 “两个结合” 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ꎬ «学习时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ꎮ
参见张鉴洲、 肖贵清: « “两个结合” 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ꎬ «河北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周丹、 董键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百年创新及其基本经验»ꎬ «齐鲁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①ꎮ 何玲玲等从真理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角度ꎬ
探讨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源性意义②ꎮ 王维等认为ꎬ 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维度、 历史维度、 实践维度来科学解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

代之问的理论升华和高度凝练③ꎮ
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ꎬ 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坚持好、 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ꎮ 郭万超认为ꎬ “六个必须坚

持” 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ꎬ 组成一个有机整体ꎬ 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深切的为民情

怀、 科学的思维方式、 高远的战略眼界ꎬ 是把党的创新理论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总

方法④ꎮ 颜晓峰从坚持问题导向这一理论命题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⑤ꎮ 王继承等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守

正创新的科学方法而不断拓展其理论形态的深度和广度ꎬ 以实现人民至上、 自信自立、 问题导向、
系统观念与胸怀天下的具体要求⑥ꎮ 张浩等从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中研究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认为应将 “六个必须坚持” 充分运用到以 “第二

个结合” 推进理论创新、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中⑦ꎮ
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ꎮ 辛

向阳认为ꎬ 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大历史观的高度ꎬ 以崭新的形态、 方法和视野ꎬ 展现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ꎬ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力

量⑧ꎮ 陈曙光认为ꎬ “六个必须坚持”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ꎬ 是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代表达、 中国形态ꎬ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

魂ꎬ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方法、 根本要求⑨ꎮ 陈志刚等认为ꎬ “六个必须坚持” 贯

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之中ꎬ 为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价值基础和方法论指导ꎮ 冯颜利认为ꎬ 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

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中ꎬ 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ꎬ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ꎬ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ꎮ

４. 准确把握和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ꎬ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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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艾四林、 李函珂: « “两个结合” 视域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逻辑»ꎬ «长白学

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何玲玲、 邱耕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逻辑结构»ꎬ «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王维、 李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的三维探赜»ꎬ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郭万超: «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颜晓峰: «坚持问题导向是新时代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宝贵成果»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王继承、 陈锡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新的逻辑理路»ꎬ «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张浩、 廖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三重逻辑»ꎬ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辛向阳: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 运用和发展»ꎬ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陈曙光: «准确把握 “六个必须坚持” 的理论方位»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ꎮ
参见陈志刚、 任洁: «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ꎬ «中国纪检监察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ꎮ
参见冯颜利: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蕴»ꎬ «探索»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ꎬ 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①ꎮ
王伟光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ꎬ 是全党思想统

一、 行动一致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ꎮ 对于我们来说ꎬ 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是最重要、 最根本、 最关键的②ꎮ 陈文旭等认为ꎬ “六个必须坚持” 分别体现了价值立场、 精神气

质、 发展路径、 实践原则、 思想方法、 境界格局③ꎮ 何志明认为ꎬ 新时代党史学科发展ꎬ 要运用好

“六个必须坚持”ꎬ 进一步强化理论思维、 问题思维和全局思维ꎬ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史学科体

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④ꎮ
理论界全面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内在逻辑、 时代价

值ꎮ 关于如何全面系统贯彻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化解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与

问题ꎬ 并推动高质量发展ꎬ 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ꎮ

五、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２０２４ 年习近平经济思想取得重大理论创新ꎬ 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ꎮ 理论界继续深入阐释研究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和具体

路径ꎬ 并对内需主动力、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两个主题展开系统研究ꎮ
１.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理论价值

理论界着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ꎬ 从习近平有关经济工作

的重要论述中探寻习近平经济思想不竭的理论源泉ꎮ 裴长洪认为ꎬ «资本论» 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立

场、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⑤ꎮ 李永进等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资本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ꎬ 为新时代新征程以高质

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南⑥ꎮ 桑延海认为ꎬ 习近平经济思想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形而

上学范式之核心问题、 合理标准以及思维方式的超越⑦ꎮ 这些解读与研究ꎬ 有助于人们坚定对习近

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自信ꎮ
２.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方法论体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

大理论成果ꎮ 理论界围绕新发展理念和 “七个坚持” 基本内涵ꎬ 以及新时代为谁发展、 如何发展、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来阐释其核心要义ꎮ 曹立认为ꎬ 要把握习近平经济

思想的核心要义ꎬ 必须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

道理ꎬ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⑧ꎮ 理论界着重阐释习近平总书

记在总结经济发展成功经验、 探究重大现实经济问题、 揭示经济演变规律、 研判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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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ꎬ «求是»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参见王伟光: «学习和掌握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红旗文稿»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陈文旭、 聂嘉琪: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河南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何志明: «以 “六个必须坚持” 构建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的 “三重思维” »ꎬ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裴长洪: « ‹资本论› 的当代价值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ꎮ
参见李永进、 刘赟: «习近平关于资本问题重要论述的生成语境、 内涵要义与时代价值»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桑延海: «论习近平经济思想对资本逻辑的三重超越»ꎬ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曹立: «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ꎬ «前进»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体系的内涵与价值ꎮ 郑栅洁认为ꎬ 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

出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坚持集中精力办

好自己的事、 坚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等一系列策略方法ꎬ 为我们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推动经济

行稳致远、 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①ꎮ
３.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

２０２４ 年理论界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三个重大创新ꎬ 即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载体、 增强内外双

循环发展格局中的内需主动力的战略布局和构建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ꎬ 展开深入研究ꎮ
关于新质生产力ꎮ ２０２４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为首项任务ꎬ 引发理论界强烈反响ꎮ 相关议题包括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 内涵与特征、 理论发

展与时代价值等ꎮ 侯惠勤认为ꎬ 新质生产力理论破解了今天我们需要全力解决的高质量发展问题ꎮ
从哲学地位来讲ꎬ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奠基性理论ꎬ 新质生产力更是新时代具

有世界观创新意义的思想②ꎮ 顾海良认为ꎬ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最具时代性和

学理性的标志ꎬ 是新时代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及其 “术语的革命” 的最新成果ꎬ 也是当代马克思

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革命③ꎮ 张宇认为ꎬ 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ꎬ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

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充分体现出来④ꎮ 刘舒杨认为ꎬ 新质生产力理论为中国的经济

与社会向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⑤ꎮ 任丽梅认为ꎬ 新质生产力

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未来将进入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⑥ꎮ 郗戈认为ꎬ 新质生产力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赋能形式ꎬ 是 “生产的科学化” 趋势的

最新成果ꎬ 是 “总体工人” 的最新体现ꎬ 是 “一般智力” 的合理发展形式⑦ꎮ
关于内需主动力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１２ 日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ꎬ 会议在强调

“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 要求时ꎬ 用了新的表述: “使国内

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ꎬ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⑧ꎬ 为构建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着力点ꎮ 学界围绕内需主动力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等展开深入探讨ꎮ 董煜认为ꎬ
对内需的定位由之前的 “基本动力” 提升为 “主动力”ꎬ 凸显内需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大⑨ꎮ
周煜祺认为ꎬ 扩大内需不是稳增长的一时之策ꎬ 而是应对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充分发挥超大

规模市场优势的主动选择ꎮ 李天成认为ꎬ 为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内需主动力基础上ꎬ 需

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ꎮ
关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３１ 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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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栅洁: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学笃行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ꎮ
参见侯惠勤: «试论新质生产力对唯物史观的发展»ꎬ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顾海良: «从 “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 到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新时代社会生产力理论创新挈要»ꎬ

«经济学家»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张宇: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参见 «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新发展———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王浦劬、 刘舒杨、 刘蓝

予、 尹俊»ꎬ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ꎮ
参见任丽梅: «新质生产力理论: 引领未来新型工业化的思想革命»ꎬ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郗戈: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ꎮ
参见谢希瑶、 潘洁、 魏弘毅、 岳德亮: «描绘新的蓝图: 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２０２４ 年全国两会前瞻»

(中)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４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３５２００. ｈｔｍꎮ
参见周煜祺: «国内大循环要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ꎬ «学习时报»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５ 日ꎮ
参见李乐成: «笃定高质量发展　 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战»ꎬ «学习时报»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８ 日ꎮ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 出版ꎬ 为构

建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行动纲领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

要论述ꎬ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ꎮ 刘世强等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安全的

重要论述内涵丰富、 逻辑严密ꎬ 实现了事实性和价值性、 理论性和实践性、 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ꎬ
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做好金融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①ꎮ 董志勇等认为ꎬ 走中国特色金

融发展之路ꎬ 需要兼收并蓄ꎬ 引入国际先进的监管标准和实践经验ꎬ 使国内金融体系更好适应国际

市场ꎬ 提高风险管控效能ꎮ 为此ꎬ 需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②ꎮ
理论界对新质生产力、 内需主动力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三个新概念的阐释ꎬ 进一步推进

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ꎮ
４. 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 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ꎬ 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

论体系ꎮ 理论界从体系结构、 历史发展和内在逻辑等方面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ꎮ 顾海良认为ꎬ
从 “自主创新能力” 到 “自主创新道路” 再到 “自主创新重点”ꎬ 形成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学术特色和学理特征③ꎮ 裴长洪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理

论、 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 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理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

(即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个部分④ꎮ 张凯认为ꎬ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ꎬ 不仅体现在时间横轴上不同

阶段的演进ꎬ 也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凝结而成的原理范畴的纵深发展ꎬ 其科学理论体系

彰显了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学理特质⑤ꎮ 李玉举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锚定一个总

目标、 坚持 “两个根本”、 聚焦 “三新一高”、 把握好 “重要抓手”、 注重策略方法五个方面⑥ꎮ 翟

坤周等认为ꎬ 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沿循 “理论—历史—实践—主体” 四维框架ꎬ 建构起以

经济安全战略地位论、 目标导向论、 结构体系论、 科技自主论、 制度机制论为核心要义的学理体

系⑦ꎮ 张杨认为ꎬ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生产、 分

配、 交换、 消费各环节及其相互作用的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化的经济思想⑧ꎮ
理论界相关解读与研究为我们完整准确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 核心要义与理论价值ꎬ

切实有效贯彻落实到经济建设各方面全过程ꎬ 充分发挥其强大实践效能ꎬ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ꎮ

六、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ꎬ 是内容丰富、 论述深刻、 精辟深邃、 逻辑清晰、 开放发

展的思想体系ꎮ ２０２４ 年学术理论界从多重视角系统阐发习近平文化思想ꎬ 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

论渊源、 历史逻辑、 现实依据、 核心要义、 着力点、 思想价值、 重要意义等ꎬ 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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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世强、 永林钇: «习近平关于金融安全的重要论述: 生成逻辑、 核心要义与价值定位»ꎬ «财经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董志勇、 李成明: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　 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５ 日ꎮ
参见顾海良: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ꎬ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ꎮ
参见裴长洪: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内涵研究述要»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张凯: «深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集成研究»ꎬ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ꎮ
参见李玉举: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ꎬ «党建»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翟坤周、 王敏月: «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的建构逻辑、 内涵要义及实践路径»ꎬ «党政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张杨: «习近平关于社会再生产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研究»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ꎮ



１. 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多重视角

理论界从多重角度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ꎮ 辛向阳等从 “七大思维”ꎬ 即战略思维、 历史思

维、 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 法治思维、 底线思维的视角ꎬ 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智

慧和哲学奥妙①ꎮ 李捷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起源、 科学体系、 指导作用、 未来发展等视角研究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理论创新增长点和实践创新着力点等②ꎮ 何虎生从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与伟

大变革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理解其价值③ꎮ 肖贵清等研究了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如何处理 “古与今” “中与西” 的关系④ꎮ 邹广文以 “两个结合” 为着力点分析中华文化主体

性的双重使命⑤ꎮ
２.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与生成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建设理论ꎬ 对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优秀传统文

化、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关于文化建设的积极成果、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经验作出了归纳总结提升ꎮ 甄占民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演进和形成所贯穿的基本逻辑和鲜明特

质ꎬ 就是自觉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以大历史观、 大文化观、 大时代观

考察和解决当代中国文化问题ꎮ 大历史观、 大文化观、 大时代观紧密联系ꎬ 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ꎬ 体现了历史自觉、 文化自信和时代高度的辩证统一ꎬ 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演进发展的基

本逻辑和基本要素⑥ꎮ 侯惠勤认为ꎬ 确立文化自信、 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生机活力ꎬ 是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出发点⑦ꎮ 张伟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依循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百年文化建设实

践、 新时代文化发展需要的三重逻辑而形成⑧ꎮ 冯鹏志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 “两个结合” 开拓

“中国特色” 文化思维的新高度ꎬ 开辟了 “中国特色” 文化建构的新境界⑨ꎮ
３.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ꎬ 具有深厚的学理价值、 文明

意蕴ꎬ 作出了多重原创性贡献ꎮ 辛向阳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于提出了 “两个结

合”、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全人类共同价值ꎮ 理论界着重对 “新的文化生

命体”、 巩固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等进行阐释ꎬ 从宏观上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

系ꎬ 从微观上对各个概念展开专题研究ꎮ
从宏观上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ꎮ 吴宏政认为ꎬ 就其内涵来说ꎬ “新的文化生命体” 是

指经由 “第二个结合” 而形成的 “新文化” 基础上所生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ꎮ 新的文化生

命体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ꎬ 而是在捍卫自己 “文化主体性” 的同时ꎬ 完成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ꎬ 展现了中华文明

的现代力量ꎮ 理论界普遍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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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辛向阳、 吕耀龙: «从七大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李捷: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何虎生: «全面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个维度»ꎬ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肖贵清、 贺政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ꎬ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邹广文: «回归自己民族的文化主体性»ꎬ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甄占民: «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大历史观、 大文化观、 大时代观»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ꎮ
参见侯惠勤: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发点»ꎬ «文化软实力»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张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 着力点及其理论创新»ꎬ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冯鹏志: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蕴涵与文明意义»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辛向阳: «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体系的三个基本问题»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吴宏政: « “新的文化生命体” 的内涵与特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走出了一条文明新路ꎬ 推动 “新的文化生命体” 形成ꎬ 进一步巩固了新时代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ꎮ
关于 “新的文化生命体” 的研究ꎮ “新的文化生命体” 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召

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ꎮ 薛君等认为ꎬ 新的文化生命体以 “精神自我生长” 和 “扬弃式生

命体更新” 为内涵主旨ꎬ 是具有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之内容与形式的文化存在形态①ꎮ 陈欣认为ꎬ 其根

本特性主要体现在思想体系的超越性、 历史地位的主导性、 社会功能的现实性②ꎮ 吴宏政认为ꎬ 其

具体特征表现为文化主体性特征、 文化辩证性特征以及文化普遍性特征③ꎮ 黄凯锋认为ꎬ 新的文化生

命体破解古今、 中西、 体用之争ꎬ 既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 “内生” 和 “内在”ꎬ 又促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走向 “复兴” 和 “新生”④ꎮ
关于中华文明及其突出特性研究ꎮ 丰子义认为ꎬ 中国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形成新的文明ꎬ 主要缘

于对各种规律的遵循、 对各种 “之问” 的回答、 对各种 “难题” 的破解⑤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

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ꎬ 彼此互相促进ꎮ 颜晓峰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ꎬ 中华

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⑥ꎮ 理论界继续加强对中华文明五种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

价值的研究阐释ꎮ 罗文东认为ꎬ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

权⑦ꎮ 朱承认为ꎬ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具有崇高的道义性价值ꎬ 有必要充分发挥包容性的范导意

义ꎬ 既坚持文化主体性ꎬ 又倡导文明包容性ꎬ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⑧ꎮ 邹广文等认为ꎬ 中

华文明连续性的精神之源是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贵和持中、 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ꎬ 它不断

唤醒中华民族的主体生命意识ꎬ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⑨ꎮ
关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研究ꎮ 王永贵认为ꎬ 文化主体性具有多重内涵ꎬ 表现为建构逻辑上党性与

人民性辩证统一ꎬ 内核上根脉与魂脉辩证统一ꎬ 方法上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辩证统一ꎬ 文化表达上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辩证统一ꎮ 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特

征ꎮ 宇文利认为ꎬ 它的提出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ꎬ 是适应现阶段中国经

济发展的客观要求ꎬ 也是解决经济与文化、 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文化自信、 开放包容、 守正创新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ꎬ 为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 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指导ꎮ 张志强等认为ꎬ 要领悟树立文化主体性对

于实现民族精神独立、 捍卫经济和政治等诸领域成就、 将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统括为一个实践总

体的重要意义ꎮ 李文堂认为ꎬ 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不是推倒重来ꎬ 而是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ꎬ 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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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期ꎮ
参见陈欣、 廖小丹: « “第二个结合” 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一个中外文化交流史视角»ꎬ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吴宏政: « “新的文化生命体” 的内涵与特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参见黄凯锋: « “第二个结合” 的历史意蕴、 内在机理和原创性贡献»ꎬ «哲学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参见丰子义: «从 “发展” 到 “文明” »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ꎮ
参见颜晓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文明形态»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罗文东: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及其世界意义»ꎬ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２ 日ꎮ
参见朱承: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传统及其范导意义»ꎬ «哲学动态»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参见邹广文、 王璇: «中华文明连续性特性的具体表现和精神根源»ꎬ «山东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王永贵、 戴惠: «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逻辑和培育之道»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宇文利: «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巩固»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参见张志强、 杨洪源: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

第 １０ 期ꎮ



的文化形态再生①ꎮ 胡永辉认为ꎬ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从坚持党的领导、 推进 “两个结合”、 激

发人民创造活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完善文化服务体系以及坚持开放包容等方面入手②ꎮ 崔

唯航认为ꎬ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摆脱外来观念的束缚ꎬ 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ꎬ 并决定什

么东西能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ꎮ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ꎬ 必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

心ꎬ 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ꎬ 彰显中华民族的 “思想自我”③ꎮ
４.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与核心要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ꎮ 理论界的研究主要从这一

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内在逻辑展开ꎮ 商志晓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由 “总论” “分论” “知论”
“行论” 四个主要方面与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④ꎮ 朱永刚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是包含主

题主线、 路径方略、 精神之源、 核心理念、 实践根基和原创性贡献在内的基本逻辑架构⑤ꎮ 赵卯生

等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使命统领文化传承、 文化创新、 文化权益、 文化共识、 文化引领⑥ꎮ
韩升等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定、 重要根基、 关键环节、 价值旨向、
根本依托、 未来发展ꎬ 形成了逻辑严密、 自洽而内求的理论体系⑦ꎮ 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建设

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规律性认识ꎮ
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征与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特色ꎮ 第一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辩证性ꎬ 充分体现了党性与

人民性、 守正与创新、 明体与达用、 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民族性与世界性、 系统性与开放性的有

机统一ꎮ 段妍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有机统一、 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有

机统一、 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有机统一的鲜明理论特质⑧ꎮ 第二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主体

性ꎮ 张寒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表现在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 直面问题的使命担当、 与

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整体谋划的系统思维和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⑨ꎮ 第三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

明的科学性ꎮ 辛向阳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守正创新、 规律分析、 系统观念等三大科学方法

论ꎮ 孟献丽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在于揭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本质和规律ꎬ 回答

和解决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ꎮ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成果ꎬ 有助于理论界立足中国当代实践ꎬ 把准中华文化脉搏ꎮ 未来如何

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创新以实现文明交流互鉴、 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影响力等将是研

究的重要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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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研究

治国必先治党ꎬ 党兴才能国强ꎮ 新时代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思想ꎬ 对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诸多原创性贡献ꎮ 其中ꎬ 大党独有难题、 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以党的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等ꎬ 是新时代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的时代命题ꎬ 也是理论界讨论的前沿课题ꎮ
１. 大党独有难题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ꎬ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ꎬ 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 巩

固长期执政地位ꎬ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９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用 “六个如何始终” 概括 “大党独有难题”ꎬ 即如何始终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ꎬ 如何始终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ꎬ 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ꎬ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ꎬ 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ꎬ 如何始终

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８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ꎬ 要

继续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ꎮ 以此为契机ꎬ 理论界深入阐释大党独有难题的生成逻辑、 内

涵指向与破解之道ꎮ 唐棣宣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ꎬ 为世界上长期

执政的大党老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贡献了中国方案①ꎮ 林建华认为ꎬ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ꎬ 内

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清醒和坚定ꎬ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

论②ꎮ 臧秀玲认为ꎬ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主要路径包括坚持系统思维与治理思维、 坚持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锻造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能力③ꎮ
２. 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ꎬ 从健全组织体

系、 教育体系、 监管体系、 制度体系、 责任体系等方面ꎬ 对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出部署ꎮ
从改革开放后提出 “从严治党”ꎬ 到党的十八大提出 “全面从严治党”ꎬ 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 “全面

从严治党体系”ꎬ 全面从严治党进入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的新阶段ꎮ 吕薇洲认为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ꎬ 找准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

点、 落脚点、 根本点、 着眼点、 关键点、 突破点、 着力点ꎬ 实施了一系列变革实践④ꎮ 田玉麒认为ꎬ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和动态系统ꎬ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体现为静态构成要素和动态运行机制的复合⑤ꎮ
孙占元认为ꎬ 全面从严治党须着力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内容上全涵盖ꎬ 在管全党和治全党上全覆盖ꎬ
在党的各级组织肩负主体责任、 各级纪委承担监督责任上全链条ꎬ 在把制度建设落实到全面从严治

党全过程与各层级上全贯通⑥ꎮ
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研究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ꎬ 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ꎬ 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ꎬ 科学回答我们党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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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要自我革命、 为什么能自我革命、 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ꎬ 并明确提出 “九个以” 的实践

要求ꎮ 高翔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 “两个结合” 推进理论

创新取得的新成果①ꎮ 陈志刚认为ꎬ 党的自我革命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关键ꎬ 能否顺利推动社会革命ꎬ
关键在于能否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ꎬ 切实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②ꎮ 王春玺等认为ꎬ 新阶段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锚定

政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ꎬ 充分运用治理理念、 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ꎬ 把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合规

律性要求同政党能力提升的合目的性要求统一起来ꎬ 在全要素协同、 全体系支撑、 全方位发力、 全

流程覆盖中不断提升政党治理现代化水平③ꎮ
４.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是一个重大

时代课题ꎬ 也是理论界长盛不衰的理论话题④ꎮ 李心记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

想蕴含人民性价值立场ꎬ 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观ꎬ 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的理

论内涵ꎬ 而且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法和新路径⑤ꎮ 杨德山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要求强化战略思维ꎬ 保持战略定力ꎻ 坚持辩证思维ꎬ 直面问题ꎻ 增强系

统思维ꎬ 做到统筹兼顾ꎻ 树立历史思维ꎬ 用好 “教科书”ꎻ 坚持底线思维ꎬ 永远在路上⑥ꎮ
理论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多角度、 全方位的学理化阐释ꎬ 为深入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学理资源和理论参考ꎮ 未来研究需要扩展视野ꎬ 强化基本概念与核心

内容的内在逻辑ꎬ 把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 治党和治国贯通起来ꎮ

八、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ꎬ 首次系统集成地

提出了具有标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十个重要论断ꎬ 续写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时代新篇⑦ꎮ 理论界与时俱进ꎬ 着重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涵、 先进性、 世界意义以

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等ꎮ
１.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内涵丰富ꎮ 辛向阳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由战略目标论、 深层基

础论、 共同特征论、 鲜明特色论、 本质要求论、 重大原则论、 哲学六观论、 世界意义论、 系统工程

论、 伟大斗争论这十个主要方面构成⑧ꎮ 曹普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可以用 “１＋５＋９＋５＋６”
的结构进行总体性呈现ꎬ 其中 “１” 就是一个 “管总、 管根本” 的定性ꎬ “５＋９＋５” 就是基于定性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 ５ 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９ 个方面的本质要求、 ５ 项重大原则ꎬ 这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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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顶层设计ꎬ “６” 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好的 ６ 个方面的重大关系①ꎮ
２.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先进性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

重大理论创新ꎬ 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ꎮ 侯惠勤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

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ꎬ 不仅是基本制度和价值观的区别ꎬ 更是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区别②ꎮ 李晓曈

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建构体现其人民主体性ꎬ 在解决现代社会价值危机

与异化现象的基础上超越西方资本逻辑和物化逻辑ꎬ 实现人的本质价值的回归③ꎮ 田旭明认为ꎬ 党

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④ꎮ 刘进伟认为ꎬ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

路径⑤ꎮ 玛丽亚埃莱娜阿尔瓦雷斯阿科斯塔教授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范式创新⑥ꎮ 严文

波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印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科学性ꎬ 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 “跨
越卡夫丁峡谷” 这一理论设想ꎬ 历史性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共存的重大课题⑦ꎮ

３.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 “六观”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ꎬ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ꎬ 彰显当代中国的文

明立场与文化主张ꎬ 它们集中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内蕴的独特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中ꎮ 理论界从上述六个维度阐发其鲜明特征、 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
重大贡献ꎮ 辛向阳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 “六观”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丰富了人类的现代化理论宝库⑧ꎮ 庞艳宾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

“六观” 具有鲜明的重要特征ꎬ 具体表现为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的统一、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

一、 普遍特质与中国特色的统一、 中国立场与世界情怀的统一⑨ꎮ
４.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二者是一体表达、 互为印证的理论和实践范畴ꎮ 秦宣等认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大重

要成果ꎬ 在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 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及中华传统文明的三重超越中开创了人类现代

文明崭新图景ꎮ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ꎬ 它以 “以人民为中心” 为核

心价值理念ꎬ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ꎬ 以 “五个文明” 为核心内容ꎬ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

代化模式的新图景ꎬ 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ꎮ 孔明安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等优势ꎬ 克服了福利国家存在的多重弊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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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是一个超越西方现代化、 破解西方福利陷阱、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

程①ꎮ 黄建军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由唯物史观定 “本”ꎬ “两个结合” 定 “魂”ꎬ 党的领导

定 “性”ꎬ 人民至上定 “核”ꎬ 并联协同定 “形”ꎬ 整体推进定 “向”ꎬ 新文明观定 “格”②ꎮ 项久雨

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经历了 “器物—制度—文化—文明” 的历史转变ꎬ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

为可能ꎬ 关键在于其既顺应人类文明发展、 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ꎬ 又遵循中华文明现代转

型的历史要求ꎬ 形塑了新的文明现代性③ꎮ
５.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与路径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ꎮ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ꎬ 需要统筹兼

顾、 系统谋划、 整体推进ꎬ 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ꎮ 罗文东认为ꎬ 进行全面深化改革ꎬ 融汇古

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ꎬ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路径④ꎮ 曾宪奎认为ꎬ 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创新性、 延续性、 系统集成性和内在统一性ꎬ 决定了其能为未

来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⑤ꎮ 魏志奇认为ꎬ 应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批判性、 建构性和

引领性功能ꎬ 使中国式现代化道理学理哲理转化为意识形态批判力和建构力、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力

量和思想智慧转化为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ꎬ 全面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⑥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

理论体系是对世界文明史知识体系的原创性贡献ꎮ 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ꎬ 中国式现代化

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是未来理论界深入探讨的重点领域ꎮ

九、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 «决定» 强调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 “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ꎬ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⑦ꎮ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ꎬ 也是

一个世界性难题ꎮ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ꎬ 理论界从逻辑基础、 内涵外延以及

实现路径等角度展开多维解读ꎮ
１. 马克思主义整体视域中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要实现的 “共同富裕” 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ꎬ 它需要各个领域的协同联动ꎬ 因而需

要从马克思主义整体视角加以深入理解和把握ꎮ 李风华等认为ꎬ «资本论» 中的 “集体力”ꎬ 构成共

同富裕的逻辑基础ꎮ 集体力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ꎮ 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

裕的逻辑就在于ꎬ 将集体的应得还给人民⑧ꎮ 包炜杰从历史唯物主义、 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

三重维度探讨实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域下的共同富裕⑨ꎮ 常征等认为ꎬ 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形成于

将世界现代化理论、 “改造两个世界” 原理以及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运用到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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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①ꎮ 唐海燕认为ꎬ 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终极价值指向探索ꎬ 也是系统缜

密的伦理体系ꎬ 其伦理内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与实践论相结合的逻辑时代范式②ꎮ
２. 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ꎬ 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外延也日益丰富和扩展ꎮ 辛鸣认为ꎬ 共同富裕

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社会制度逻辑ꎮ 作为社会理想、 根本原则、 现实实践、 中

国方案的共同富裕ꎬ 不仅在哲学意义上拓展了对 “共同” 的时代理解ꎬ 也在文明意义上标注出 “富
裕” 的时代高度③ꎮ 祝奉明等认为ꎬ 系统观点是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 逻辑支撑、 逻辑旨归④ꎮ 刘江

宁认为ꎬ 共同富裕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ꎬ 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 指向鲜明、 时代感强的严密

的科学体系ꎬ 包含着核心理念、 目标任务、 方法步骤、 途径策略等主要内容⑤ꎮ 元晋秋在 “人民财

富观” 与 “资本财富观” 的生产劳动的区别中研究社会主义中国财富及其生产的人民属性与人本、
民本特征⑥ꎮ

３. 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鲜明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两个结合”ꎬ 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激

活 “富民厚生”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ꎬ 借鉴世界现代化理论ꎬ 接力探索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ꎬ 形成了习近平共同富裕观ꎮ 理论界对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鲜明特征展开多维探讨ꎮ
常征等认为ꎬ 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

革命等贯通起来ꎬ 提出共同富裕总思路ꎬ 系统规划共同富裕实践ꎻ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ꎬ 积累典型经

验ꎻ 从生产领域入手ꎬ 以新质生产力助力共同富裕ꎻ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ꎬ 以一体推进 “三不腐” 保障

共同富裕ꎬ 是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鲜明特征⑦ꎮ 曹洪军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观具有鲜明的共同

体向度特征ꎬ 推进共同富裕ꎬ 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基础ꎬ
着力于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建设ꎬ 向着马克思确立的 “真正的共同体” 目标不断迈进⑧ꎮ

４. 共同富裕的实践理路

实现共同富裕没有现成的模板ꎮ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ꎬ 是理论

界探讨共同富裕实现方式和路径的重要依据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ꎬ 要把 “促进共同富裕贯穿经

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⑨ꎮ 张占斌等认为ꎬ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ꎬ 将推动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和 “市场经营主体数量” 三个经济学指标提升ꎬ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目标扎实迈进ꎮ 陈明生认为ꎬ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生产力发展、 生产 (劳动) 方式、 生产关

系、 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产生重大影响ꎬ 因而也将直接影响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ꎮ 杨

果等认为ꎬ 城乡融合发展能够通过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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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常征、 邓思瑜: «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时代意蕴、 理念创新与实践伟力»ꎬ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曹洪军: «论马克思共同富裕观的共同体向度特质»ꎬ «学术界»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ꎮ
习近平: «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ꎬ «求是»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参见张占斌、 王瑞: «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陈明生: «人工智能发展、 生产方式变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ꎮ



均等、 城乡空间布局更加合理ꎬ 筑牢物质基础、 实现权利平等、 推动精神共富、 推进生态增值ꎬ 从

而促进共同富裕①ꎮ
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ꎬ 共同富裕的

内涵与外延还将持续丰富ꎬ 需要深化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 权利保障、 精神建设、 生态价

值提升等方面的研究ꎮ

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研究与传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ꎬ 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近

年来ꎬ 随着全球格局的迅速演变以及互联网的普及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外得

到广泛传播ꎮ 有关这一思想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中华文化立场ꎬ 大国外交、 文明交流互鉴、 国

家治理等话题ꎬ 成为理论界研究的关注点ꎮ
１. 海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国际汉学研究者高度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谢昊举等认

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研究内容聚焦 “道路之问” “强国之问” “强党之问”ꎬ
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何以筑牢道路根基、 何以锚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 何以破解 “历史周期率” 难题ꎬ 研究方法出现注重 “小问题、 多学科、 重实践” 趋向的

局部转圜②ꎮ 王俊认为ꎬ 海外学者总体上高度认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影响

力③ꎮ 弗拉基林布罗夫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天下ꎬ 以宽广的视野提出国际合作的全球方案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推向新高度④ꎮ 罗莎娜康布隆认为ꎬ 人类

文明新形态将是社会主义文明⑤ꎮ 海外学者认为ꎬ 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ꎬ 中国式现代化在

中国发展史、 现代化发展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 海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

海外学者对影响中国与世界发展方向的热点问题极为关注ꎮ 阿尔贝托隆巴尔多认为ꎬ 只有理解

“两个结合”ꎬ 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才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于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⑥ꎮ 贾恩卡洛埃利亚瓦洛里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成功打破了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 “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 等话语陷阱ꎬ 是全球现代化理论和实

践的重大创新⑦ꎮ 阿尔弗雷多加西亚希梅内斯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通往富裕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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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路ꎬ 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①ꎮ 泉川友树认为ꎬ 新质生产力既契合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的现实需要ꎬ 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学习的典范②ꎮ 基思贝内特认为ꎬ “一带一路” 倡议

是全新的经济全球化主张ꎬ 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ꎬ 正成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③ꎮ
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探赜到讨论中国强大对国际秩序的影响ꎬ 海

外学者以他者视角分析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及其世界意义ꎮ
３.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研究

２０２４ 年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出版发行 １０ 周年ꎮ １０ 年来ꎬ 这部著作被翻译成 ４０ 多个语种出

版ꎬ 海外发行覆盖约 １８０ 个国家和地区ꎬ 在国际上被解读为理解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的 “金钥匙”、
解答全球发展难题的 “思想库”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中英文对照版

出版ꎻ ５ 月ꎬ 俄文版和法文版出版ꎬ 进一步将中国治国理政的思想和理论传播出去ꎮ 国内学者也出

版了许多著述ꎬ 例如辛向阳等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④、 余斌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⑤、 袁银传的 «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⑥、 程恩富等的 «中国 “六大全球倡议” 促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⑦ꎬ 让世界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

指导的实践ꎮ 总体上看ꎬ 今日之中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 创新引领力、 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

国ꎬ 中国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拥护支持ꎬ 但由于价值观差异、 交流平台等原因ꎬ
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工作依然面临挑战ꎮ 谢昊举等认为ꎬ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海外传播方面ꎬ 应遵循 “破局—立语—传意” 原则ꎬ 在解构海外学界话语霸权与专制叙事的基

础上ꎬ 完善外宣话语体系与传播平台ꎬ 运用共情传播方式扩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国际影响力与辐射力⑧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问题导向ꎬ 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ꎬ 在回应时代课题、 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ꎬ 不断丰富理论

内容ꎬ 完善逻辑体系ꎬ 使我们在理解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 的同时ꎬ 更加坚定理想信念ꎮ 可以预见ꎬ 未来理论界将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习

近平文化思想、 新质生产力等问题的研究上形成热点ꎬ 在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

等问题的研究上不断深入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辑: 刘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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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
———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４ 年学术年会” 综述

钟启东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８ 日ꎬ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

京大学主办ꎬ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ꎬ «马克思主义

研究» 编辑部协办的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４ 年学术年会” 在北京大学举行ꎮ 本次年会的主

题是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

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侯惠勤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ꎬ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主持开幕式ꎬ 侯惠勤作大会主题发言ꎬ 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金民卿等作主题报告ꎬ 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ꎮ
１. 充分认识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时代价值

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为何深化” “如何深化” “深化为何” 等问题展

开讨论ꎬ 就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时代价值等达成共识ꎮ
当今时代依旧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ꎬ 需要进一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原理研究ꎮ 侯惠勤指出ꎬ 历史叙事是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重要内容ꎮ 从历史

脉络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要把它置于 ５０００ 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传承ꎬ 置于

５００ 年世界社会主义史的思想变革ꎬ 置于近 ２００ 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守正创新ꎬ 从理论与实践的

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中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生成逻辑ꎬ 以回答时代之问为导向ꎬ
以实践方略和历史成就为根据ꎬ 以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科学体系为结晶ꎮ 辛向阳指出ꎬ 面对时代问

题ꎬ 一方面要从实践中总结答案ꎬ 另一方面要从哲学意义上深化基础理论研究ꎬ 才能完成好党的创

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任务ꎮ 我们不能零散呈现 “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成就” “六
个必须坚持” 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ꎬ 必须讲清其逻辑内核和理论脉络ꎮ

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ꎬ 在回答时代问题中使科学规律

具体化ꎮ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姜迎春指出ꎬ 在现代化的讨论中必须批判概念的单一化和人的抽象化ꎬ
必须重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ꎬ 防止以哲学基本问题为入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银传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四个方面的现代化特点: 一是以对传

统的反思批判和争取超越为前提ꎬ 二是以反映现代精神的先进阶级为主体ꎬ 三是以实现工业化和城

市化为价值目标ꎬ 四是以科技、 资本、 市场为杠杆ꎮ
２. 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论

与会专家认为ꎬ 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既是全面准确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ꎬ 更是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

性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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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体系的精髓ꎮ 侯惠勤指出ꎬ 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突出特点ꎬ 其统摄的战略思维、 历史思维、 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
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等七大思维是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 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科学

思想方法ꎮ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颜利指出ꎬ 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论是一

个不断持续的过程ꎮ 围绕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等 “六观” 的学理化

思考形成了一定体量ꎬ 但上升到学理、 哲理层面的研究还有待推进ꎬ 接下来需要推进人民至上、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三位一体的研究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法ꎬ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

舫指出ꎬ 可以从问题导向与忧患意识、 宏观调控与政府治理、 城市与乡村、 改革与发展、 改革与凝

聚共识等五对关系的角度思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ꎮ 金民卿指出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ꎬ 也是一场深刻的主体性运动ꎬ 必须贯彻守正创新

的重要方法论ꎬ 强调党的领导ꎬ 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能力、 执行能力、 学习能力和创新

创造能力ꎬ 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力量ꎮ
３. 准确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与会专家聚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主题ꎬ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ꎬ 深入

揭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ꎮ
理论逻辑层面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杨生平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逻辑是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逻辑、 中国历史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逻辑已成学界共识ꎬ 但理论逻辑、 历

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等不同层面逻辑的衔接仍需研究ꎮ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熙国指出ꎬ 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哲学

基础ꎮ 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ꎬ 实现为人类求解放的现代化ꎬ 真正解决

人与人的矛盾ꎬ 实现人类自身的和解、 人与自然的和解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

部主任董振华指出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至少包含三方面: 一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ꎬ 二是实践观

点的革命逻辑ꎬ 三是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ꎮ 三者合一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超越资本逻辑ꎬ 能够在改

革中不断革命ꎬ 能够兼顾全过程和全方面ꎮ
价值逻辑层面ꎬ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指出ꎬ 现代化进程的实质就是在现代生产

力蓬勃发展的驱动下ꎬ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生产关系和现代上层建筑ꎬ 并在改革中塑造新型文明ꎮ
在现代化进程中ꎬ 改革驱动是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方面的驱动力ꎬ 使生产力得到更顺畅

的发展ꎬ 创造出更高品质的物质文明ꎻ 生产关系也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形成更合理、 更先进的制度

文明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侯衍社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充分体现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向度ꎬ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公平正义向度ꎬ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特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协调发展向度ꎬ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

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文明向度ꎬ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包容发

展向度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岩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人将民主视为矢志不渝坚持

的重要理念和始终高举的旗帜ꎬ 形成更加广泛、 更加充分、 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ꎬ 以平等价

值为灵魂ꎬ 既实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ꎬ 也兼顾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等方面的平等ꎬ 在

实践决策与治理中不断实现民主平等的价值诉求ꎮ
实践逻辑层面ꎬ 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田鹏颖指出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三个更好相适应”ꎮ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ꎬ 主要是指构建一种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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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体系ꎻ 上层建筑更好适应经济基础ꎬ 主要是指构建一种上层建筑体系ꎻ 二者总体上都是革命和改

革的问题ꎮ 如果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当作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来理

解ꎬ 第三个更好相适应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判断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时的历史主动和

理论自觉ꎮ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构成完整的制度体系ꎬ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则聚焦于把制度体系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治理能力ꎬ 要解决的就是社

会基本矛盾问题以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衍生出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ꎮ
４. 深刻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发展理路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 论述极为深刻ꎬ 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

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ꎬ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成果ꎮ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杨仁忠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不是概念范畴的逻辑问题ꎬ 而是话语权

问题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具有历史与现实贯通、 理论与实践统一、 继承性与创新性贯通、 普

遍性与特殊性统一、 民族性与世界性融通等方面的特征ꎬ 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提供

了指引ꎮ 要强化意识形态属性ꎬ 坚持话语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ꎬ 坚持 “两个结合”ꎬ 在马克思主义

话语的中国化上用力ꎬ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上用力ꎬ 坚持扎根本土

与面向世界有机统一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指出ꎬ 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党的领

导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ꎮ 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大问题ꎬ 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

也会出大问题ꎬ 甚至亡党亡国ꎮ 为了更好地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

的合法性根基ꎬ 必须强调文化领导权的建设ꎮ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指出ꎬ 今后

的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ꎬ 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精神实质、 内在

体系、 实践要求的研究ꎮ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总原则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ꎬ 增强历史主动、
文化自信ꎬ 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ꎮ 其中ꎬ 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坚强领导是核心命题ꎬ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是根本立场ꎬ 坚持 “两个结合” 是根本要求ꎬ 增强历史主动、 坚持文化自信是基本原则ꎮ
在此基础上ꎬ 要特别关注真正推进文化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略ꎬ 深入阐发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ꎬ 积极围绕中心环节探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数

字化赋能、 信息化转型、 国际化传播问题ꎮ
本次论坛主题聚焦、 内容丰富ꎬ 不仅深入学习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ꎬ 而且深入探讨了新

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化等问题ꎬ 充分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政治自觉、 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ꎬ 对于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ꎬ
助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有着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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