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当代境遇、原则遵循与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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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重视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 新时代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

化，党深刻意识到推进理论创新工作并以新的理论武装头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指导下，我们党基于科学原则遵循，通过多元路径积极开展理论创新工作，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当前身处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推动理论创新工作再创新篇，我们党还需认真总结好新时代以来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工作经验，处理好理论创新工作中的六对重要关系，持续拓展关于理论创新

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开辟党的理论创新工作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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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又
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重要源泉。 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不

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１］１８中国共产党历

来重视理论创新，善于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进而

形成新的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理论成果。 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

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创新主体、理论创新成

果、理论创新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研究①，而关于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整体性研究还相对薄

弱。 基于此，本文力图从多个维度出发对该问题进

行系统梳理，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

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围绕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课题提出了诸多重要论述，形成了丰硕的中

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 深刻分析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当代境遇，系统总

结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原则遵循，科学阐释

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进路与经验启示，
对于准确把握新时代理论创新成果、顺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
理论创新的当代境遇

　 　 理论是在回应时代要求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

展的。 习近平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

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

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 ［２］党的十八大以来，面
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呈现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中国共

产党迫切需要以新的理论武装头脑来观察和应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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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境遇之变。
１．外部世界发展环境急剧变化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３］２０１７ 年，习近平在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的

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精
准概括了外部世界正在经历的新发展态势。 从本质

上来看，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变”字，即国际规则、
国际力量、国际秩序的变革与重塑。 随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国际经济、政治、文化、
军事等领域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力量对比

呈现“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发展趋势，现行国际

秩序开始瓦解，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建构。 为继续掌

控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维护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

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开展了

各种形式的猛烈围攻，如掀起贸易战遏制中国经济

发展，资助反华势力扰乱中国政治稳定，宣扬“普世

价值”消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等。
大变局带来大挑战的同时也迎来大机遇。 新兴

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博弈与斗争为中国发展带来

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为中国突破重重

围困、拓展发展空间、展现大国风采提供了众多机遇

和广阔舞台。 以上这些挑战和机遇，都要求中国共

产党于变局之中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为科学研判国

际大势从而把握战略主动权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任在肩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任务

重若千钧，社会变革风起云涌，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党

推进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核心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

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开辟的全新现代化

模式，具有与人类社会历史中已知的一切现代化方

案都不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形态，故该模式在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全新的。
一方面，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领

导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具有与西方现代化模

式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

明形态的超越，创造了新型现代化文明形态。 另一

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现代化事业取得了突

破性和历史性成就，但其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加强社会治理、建设生

态文明以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面临着诸多

尚未克服的实践和理论难题。 因此，无论从横向还

是纵向来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没有现成的经

验和理论可以借鉴，需要党在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

发展的创新实践中，通过进一步拓展关于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以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为其提供科学理论指引。
３．党的历史奋斗经验亟须深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搞
清楚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是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

统。 自 １９２１ 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先后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见证

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积累了诸多宝贵

的历史经验，并将其提炼为“十个坚持”且总结于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中。 但是，党的历史经验属于党关于历史

认识的初级形态，是党对历史事件表象如背景、条
件、路径等因素及其外部联系的认识，尚未揭示历史

事件形成演变的内在逻辑，也未能揭示社会历史中

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具有继续深入拓

展的理论空间。 因此，党的历史认识不能停留于对

历史经验的单纯总结，必须借助抽象思维将经验上

升为理性认识，形成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

创新的过程，就是持续总结历史经验并将其升华为

规律性认识、固定为理论形态认识成果的过程。 新

时代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未

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

不仅要坚持在对“四史”的反复思考中深刻总结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更要注重探明这些经验背后隐藏

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持续发掘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充分发挥

党历史底蕴深厚的独特优势，不断增强党的历史耐

心和战略定力。
４．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势在必行

理论创新是破解“独有难题”之道。 与世界其

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党情呈现鲜明的特殊性，
故其面对的难题也是世界独有的。 一是从立党思想

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

的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执政党，长期面临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围攻和渗透，如何在执

政过程中坚守“魂脉”是党必须解决的难题。 二是

从存续状态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建党历史悠久、党员

人数众多、组织架构完善的世界大党，这样的政党若

想在社会历史的长期考验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就必须解决如何坚守初心使命，实现思

想、意志和行动统一的难题。 三是从执政环境来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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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这个人口规模庞大、社会环境稳

定的发展中大国的执政党，这不仅对党的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提出极高要求，也对党干事创业的精神

状态形成巨大挑战。 四是从自我监督来看，鉴于中

国特殊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为数不

多的长期握有执政权的政党，为确保党的执政始终

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党必须避免陷入“革自己命

难”的困境，坚定不移地把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新时代以来，党深刻认识到其现有理论仍不足

以完全揭示破解这些难题的方法，故在全面从严治

党的实践过程中，党高度重视针对大党独有难题进

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回答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
理论创新的原则遵循

　 　 理论创新有其内在严密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理

论创新成果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中基于一定原则遵循逐渐形成发展的。 新时代以

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推进理论创新的庄严历史

责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来观察中国实际，创新中国理论。
１．在坚持贯彻“两个结合”中彰显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

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要找到这种策略，就
必须“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

件” ［４］ ，即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

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余年发展中存在

的固有要素及其基本特征的精准概括［５］ ，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是党推进理论创

新必须坚持的根本遵循。
“两个结合”凝结和揭示了党关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个结合”规定

党的创新理论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强调要处理好理

论与实践的关系。 “第一个结合”即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命题的最初内涵，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６］ ，即把革命的理论

应用于革命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解决

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提出具有反对教条主义、经
验主义的目的。 “第一个结合”的实现，解决的仅是

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未单独涉及马克

思主义文化改造的问题，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初级阶段，是“第二个结合”提出的前提和基础。 与

之相比，“第二个结合”规定党的创新理论必须植根

于中华文明，更为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 习近平在阐述“两个结合”时明确指出：“现
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如果没有中

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

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７］这表明，“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旨在夯

实“中国特色”的文化基础，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文化隔阂问题以及中华文

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发展问题，要实现

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
在这一意义上，“第二个结合”可视为“第一个结合”
的递进发展，为后者提供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 必

须注意的是，尽管“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以来才提

出的理论观点，但其蕴含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命题的当然内涵。 １９３８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

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该命题时，曾强调不能离开中国

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

形式相结合［６］ 。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是一个国

家发展壮大的突出标志，故这里的“中国特点”和

“民族形式”实际上已然意味着不能脱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总之，“两个结合”
既相互区分、重点不同，又相互联系、彼此契合，二者

共同赋予党的创新理论以“中国化”“时代化”特征，
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和

根本遵循。
２．在统筹把握“两个大局”中回答时代课题

理论是具有时代烙印的思维结晶。 “每一个时

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

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

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８］ “两个大局”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科学

论断，亦是新时代党推进理论创新所处的时代基点。
当前，中国与世界各国一同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
们党若想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占据主导、
把握先机，就必须在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基础

上，继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回
答好党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两个大局”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统称。 “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鲜明指出新时代中国正处于

实现民族伟业的关键时期，党的一切工作布局都要

围绕“民族复兴”这个主题全面展开。 立足国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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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完成使命任务，
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研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

化呈现的新特征和提出的新要求，回答好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课题。 该课题关系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是党的理论创新必

须着重攻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突出强调新时代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

化而引发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重塑，将为

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动荡变革的世界

局势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圈定了重点和难点，主要包

括全球安全难题、世界发展难题、文明冲突难题和生

态保护难题。 作为具有世界情怀的政党，中国共产

党应将上述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全球性难题同样作

为理论创新工作中需高度关注和着力破解的重要内

容。 此外，统筹“两个大局”，以党的创新理论回答

好时代课题，还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就实现

“两个大局”之间的良性互动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探

讨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

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

作用” ［９］３０２。 基于这一观点，“两个大局”之间的互

动在本质上可视为中国发展的内因与外因之间的相

互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指明了当今中

国的发展目标，规定了党在新时代的使命任务，是
“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 ［９］３０３的直接现实反映，
亦是影响世界变局走向的关键因素；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概括了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影响人类社

会历史进程的重大趋势，提供了中国国内大局变化

发展的外部条件，间接作用于中国的前途命运。 因

此，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工作，既要以“战略全局”
为主，顺“世界变局”之势而为；又要借“战略全局”
之变，以中国智慧推动“世界变局”正向发展。

３．在领导建设“三个体系”中突出中国自主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提供科学指引，“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

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 ［１０］２。 中国共

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问题，积极

倡导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的建设工作推进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塑造

“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

的中国” ［１０］１７。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

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倡

导运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这为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现代思维方法，但也对中

华文化主体性造成了猛烈冲击。 因此，从一开始，近
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西方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依赖，缺乏独立自

主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自觉性。 但随着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运用，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中国开始逐渐摆脱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范式的束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自主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

的不断推进，党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愈加强调，要理性看待

和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

果，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习近平指出：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

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 ［１１］ 只有以我国实际

为研究起点，构建具备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

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１１］ 。 一方面，构建具备主

体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意味着要以中国实际问题为

研究导向，以中国理论人才作为研究主力，靠中国头

脑解决中国问题，强化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华文化

主体性，但是并不排斥对古今中外理论资源的合理

利用，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前提

下，实现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之间的有机结合。 另一方面，构建具备

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则意味着要

摆脱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既有依赖，培养符合中

国文化逻辑的思维方法，提出扎根中国社会土壤的

学术理论，探索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路径。 归

根结底，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命题的提出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的有力凸显，有效加强和完善了党对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的领导，有助于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工作提

供更为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４．在系统掌握“六个必须坚持”中贯彻科学世界

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认识的形成过程是一

个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付诸

实践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理论创新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

思想观点，而若要将这些经验和观点上升为理论形

态的认识成果，还需经历在“六个必须坚持”的科学

指引下进行的抽象思维过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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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是新时代党继续推进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

论。 运用“六个必须坚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

明确其各自要义，把握其内在逻辑。 一是“必须坚

持人民至上”，揭示了人民立场是党的理论创新必

须站稳的根本立场，即党的创新理论要反映人民需

求、尊重人民创造、增添人民福祉。 二是“必须坚持

自信自立”，揭示了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始终坚持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即走自己的路，依靠党和人民自

身的智慧和力量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

论新章。 三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揭示了党在推

进理论创新过程中应当持有的科学态度，即既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动摇，也要依据时代特征和社会需要实

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 四是“必须

坚持问题导向”，揭示了党开展理论创新工作的重

要方法和根本任务，即通过理论研究认识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 五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揭示

了党在推进理论创新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科

学思想方法，也就是运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

的、发展变化的观点” ［１］２０来分析客观事物、构建理

论体系。 六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揭示了党的创

新理论所包含的国际视野和大党担当，是马克思主

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党的理论创新工作中的实际运

用。 上述“六个必须坚持”是各有侧重、缺一不可的

有机整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
法在不同维度的具体体现，是党在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征程上推进理论创新工作必须坚持的

科学方法。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
理论创新的实践进路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亦永无尽头。 新时代

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全方位、
多领域、深层次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

实践，明确了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需突破的重大现

实难题，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和新

鲜实践经验。
１．聚焦现实问题，广泛开展多样化调研

理论创新必须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

识。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围绕时代任务和实践需求

开展理论创新工作，这是确保党始终在思想上和行

动上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保障，也是党的思想路线

在理论工作中的具体表现。 习近平强调：“理论思

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 理论创新只能从

问题开始。” ［１０］２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工

作是从广泛开展调查研究、聚焦现实问题开始的。
作为党的实践工作形式之一，调查研究不仅是

党认识社会实际、定位现实问题的有效方式，也是党

检验理论成果是否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需求、勘
定理论创新工作方向的重要路径。 新时代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对

于收集理论资料、检验理论成效、推进理论创新的独

特意义，带领全党在多样化的调查研究中有目的性、
有针对性地发掘和考察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与人民核心利益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是建立常态化

调研机制，如重大决策调研论证制度，领导干部基层

联系点制度，领导机关及领导干部调研工作制度等，
确保党能够借助制度设计实时了解社会各领域各基

层的实际情况，明确现有理论的短板所在。 二是组

织专题式调研活动，即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项调查研究活动。 鉴于此

类调研通常具有问题复杂程度高、调研技术难度大

等特征，党在开展实地调研之余通常会召开专家座

谈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以增强调研结果

及基于该结果形成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性。 三是开展

监督型调研工作，即特定部门或组织依法依规就特

定地区和部门工作人员履职情况、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实情况、党规党纪执行情况等方面内容而进行的

具有监督、检查和评价功能的调查研究活动，如纪检

监察机关开展的巡视巡察工作等，是党推进马克思

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重要实践支撑。
２．走好群众路线，完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

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 在党的理

论创新工作中走好群众路线，就要从人民群众利益

出发，集中群众智慧和力量，形成人民群众喜爱、接
受、应用的理论成果。 这就要求党重视群众利益表

达机制，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

和广阔实践中寻求推进理论创新的灵感。
我国群众利益表达机制是以维护人民利益、发

展民主政治为建立初衷，以整合群众利益诉求、反馈

政策实施成效为主要功能而建立起来的。 新时代以

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采取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完善基层群众利益表达机制的重大举

措，对于克服当代政治管理中“科层制”所导致的思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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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僵化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确保党的理论创

新始终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提供了重要制度保

障。 一方面，从利益表达组织化角度来看，中国共产

党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信访

制度等制度设计，着力发挥人大、政协、信访机构等

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集中有序传递民意、
民情的突出作用，显著提升推进理论创新的及时性

与针对性。 另一方面，从利益表达公开化的角度来

看，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网络社区和

社交媒体成为党引导群众合理、合法、公开表达利益

诉求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时代

化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
３．推动文化交往，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中国共产党

是具有博大胸怀和天下情怀的政党。 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时刻关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通过广泛的

文化交往活动主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积
极贡献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形成了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大全球倡议”等为代表的为

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理论创新成果。
文化交往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 新时代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文化民族

性和世界性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秉持开放包容的

心态，通过制定政策、设立项目、签订协议等方式，大
力支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开展，鼓励中外优

秀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流，为党的理论创新工作积累

了重要理论资源。 一是党通过建立高水平科研平

台、设立高质量科教项目、举办高端科研会议等方

式，吸引国外高素质专业人才访华交流，推动中外文

化交流向深层次发展，为党的理论创新带来了丰厚

的系统化、学理化的国外思想资源。 二是党通过鼓

励国内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

活动，打造“文化节” “文化年”等形式的文化品牌，
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跨地域交流，
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内容多样、角度多元的创新

灵感。 此外，党还重视同其他国家达成政府间文化

合作协定，制定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为党吸收借鉴国

外优秀思想成果搭建规范化、制度化的稳定平台。
４．夯实理论基础，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

学习本领是新时代党推进理论创新必须掌握的

本领。 党的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在拥有

深厚理论素养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就要求党必须重

视学习型政党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学习能力，培养党

员干部的理论思维，通过学习型政党建设推动创新

型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

学习走向未来。” ［１２］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深刻意识

到中国共产党要想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优异答卷，
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必须首先通过学习为理

论创新奠定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 一是新时代建设

学习型政党是从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学深悟

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作

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具备的理论素养，也是党

员干部在实践工作中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理论创新

规律的基本前提。 二是深刻学习当代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当代党员干部推进理论创新必须掌握的最新理

论成果。 三是学习党的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员干部只有弄清“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的根

本问题，明确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和价值追求，才能

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做到守正创新。 四是要求党员干

部广泛涉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经济、政治、文
化等各方面最新知识，深入学习同本职工作密切相

关的专业知识，这是其紧追时代潮流、推进特定专业

领域理论创新的必要知识储备。
５．重视人才力量，培养专业化理论人才

推进理论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 理论人才是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工作的重要主体，只有通过高

素质、专业化理论人才对创新理论进行体系化建构

和学理性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才能具有更为严

谨的逻辑、更加科学的内容和更加完备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是一个政治命

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悠久历程，可以发现，在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涌现出一批

又一批致力于从不同专业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问题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其研究

成果既是党在推进理论创新工作过程中借鉴参考的

重要理论依据，也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传播推广

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

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人才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

中的突出作用，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大人

才培养和储备工作力度。 在人才强国战略的引领

下，党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建设科研平台、优化评价

体系、改革遴选制度、加强学风建设等多种措施为哲

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人才创立更为民主、开放、活
泼的成长环境，旨在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培养成

０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

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１０］２７，充分发

挥专业理论人才对于党的理论创新工作的重要智力

支持作用。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
理论创新的经验启示

　 　 “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在观察和分析人类社

会历史时所提出的一种“自后向前”的思维方法，即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

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 这种思索

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

果开始的” ［１３］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

同样要掌握这种思维方法，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

理论创新的历程中总结经验、汲取启示，处理好理论

创新工作中的“六对关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１．要处理好坚守“魂脉”与弘扬“根脉”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就

是推动“两个结合”不断实现的过程，即用中国具体

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过程。 新时代以来，党基于对理论创新规律的深

刻把握，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理论创新中的关系形成独到见解。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决定了党提出的一切理论成果都是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形成的，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的。 因此，党的理论

创新要坚持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守理论创

新的“魂脉”。 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

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１４］ ，科学运用马

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式地照搬照抄，而是使其通

过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实现民族化。 毛泽东强调：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１５］ 在中国，
实现马克思主义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化就是要实现

“两个结合”。 其中，“第一个结合”属于对马克思主

义的实践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尚停留在“外化”阶

段；“第二个结合”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改造，
是对这一外来思想的“内化”。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前者开始呈

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特征，后者则被注入新

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活力，二者共同构成党的理论创

新成果之思想底色。 这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要重视滋

养理论创新的“魂脉”，坚持深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从中探求理论创新的基本依据；又要注重涵养

“根脉”，更加自觉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
２．要处理好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如何认识和

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党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守正创

新，为党的理论创新工作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引。
“守正”是指相信真理、坚守正道，即坚持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动摇。 “创新”是指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即顺

应时代要求，回应实践需求，持续拓展关于客观事物

规律性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在党的理论创新工作

中，“守正”与“创新”体现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的最

新表现。 一方面，“守正”是“创新”的本源，规定了

“创新”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根本原则与正确方向，
是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始终按照正确思想路线前进的

前提。 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之所以能够始终密切围

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就是因为党对于立场、方向、
原则、道路等根本性问题的回答始终如一、毫不动

摇。 另一方面，“创新”是对“守正”在不同社会历史

条件下进行的理论拓展与深化，为“守正”提供新的

表达形式和理论内涵。 因此，在推进理论创新工作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以辩证观点来认识和处

理“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抛弃原则底

线“改头换面”，也不能脱离实践陷入“左”或右的错

误倾向中，而是要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中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
３．要处理好尊重现实与信仰真理的关系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自 １９７８ 年关于真理标准

问题大讨论以来，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已不再

是理论难题，而是实践难题。 由于实践检验认识需

要一个过程，党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始终存在脱离

社会现实的可能性。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

将其真理性认识置于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致力于通

过理论创新实现理论认识与客观实际的持续统一。
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是基于一定范围、程度和条

件而存在的，在该界限内，人们对于特定认识客体的

真理性认识有且只有一个。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

为，认识既具有反映特性，也具有能动的创造特性。
前者意味着认识归根结底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再

现，后者则意味着这种再现同客观事物本身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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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差，故认识须经过实践的重复检验才能确认其

是否具有真理性。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工作所承

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及时通过实践标准确定党

关于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是否符合变化发展着的

社会实际。 社会现实的变化永不停止，实践对认识

的检验也永不停歇。 这就要求党在推进理论创新工

作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敢于质疑、开拓创新的理论

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

进，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 对于符合客观

实际的认识，党要继续坚持；对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认识，党要基于实践创新推进理论创新，形成新的真

理性认识。
４．要处理好中国个性与世界共性的关系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中国个性与世界共

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

间的关系。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党的理论

创新工作中把中国个性与世界共性相结合，将共性

寓于个性，在个性中凸显共性。
习近平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既要强调

民族性，也要体现世界性，因为“解决好民族性问

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

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

办法” ［１０］１８。 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在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实现辩证统一的典范。 这一理

论体系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框架的突破而具

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亦为

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 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要进一步提升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国际影响

力，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正确认识

和处理中国个性与世界共性的关系。 一方面，党的

理论创新要以中国个性为主，即要立足本国实际，聚
焦中国问题，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

知识智慧与理性思辨；另一方面，党的理论创新工作

也要兼顾世界共性，要开门搞研究，批判吸收国外一

切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和

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５．要处理好政党主导与群众参与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工作不是党自身的“独
角戏”，而是以党为主、群众参与的“舞台剧”。 新时

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在

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广泛听取、收集人民群众的

意见和建议，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和理论创造中

汲取智慧，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生动体现。
在党的理论创新工作中，党中央领导集体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可以

说，新时代以来的一切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都是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基于对党的十

八大以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形成的集中全党智

慧、反映全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

结晶。 同时，人民群众是党的理论创新工作的重要

参与者和贡献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一切脱

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

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１］１９人民群众的创造

性实践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不竭源泉，这是人民群众

参与党的理论创新的主要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人
民群众中的专业理论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对事关党

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党的理论创新工作中，为党的

理论创新及理论体系建构工作提供重要的智力支

撑。 因此，党在理论创新工作中既要充分发挥党中

央领导集体对理论工作把舵定向的主导作用，也要

坚持唯物史观，深入群众实践，汲取群众智慧，确保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始终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

人民。
６．要处理好宣传学习与学理研究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历程中，宣传

学习与学理研究是传播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

成果的两大重要途径，二者分别反映了理论成果大

众化与学理化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 新时代党在

推进理论创新工作过程中，对宣传学习和学理研究

采取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
宣传学习与学理研究的目的不同决定了其对于

理论创新成果传播和阐释的效果不同。 宣传学习重

在“传”和“学”，旨在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尽可能

广泛地传播，故其语言通常具有朴素亲切、直白易懂

等特征，多采用同大众日常学习、工作、生活密切相

关的形式开展。 学理研究重在“理”和“研”，旨在对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的研究阐释，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向深层次发展，故其多用抽象客

观、严谨准确的行文表达，形式多为高度专业化的学

术探讨与研究。 大众化与学理化代表了党在推进理

论创新工作中产生的两种不同需求：大众化体现的

是党对于理论创新成果能够为人民群众认同并见之

于实践的殷切期待；学理化体现的则是党对于建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要求。 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推进理论创新工作，要统筹兼顾宣传学习与学理

研究，深刻认识到大众化和学理化都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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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一个政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

停止理论创新。 实践证明，政党的理论创新能力与

该党能否健康发展密切联系。 只有顺应时代主题，
结合实践要求，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党领导的事业才

会不断发展壮大。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地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工作，形成了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意义重

大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积累

了丰富的理论创新工作经验，鲜明展现出我们党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的深刻统一，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

动指南。 新征程上，迈入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

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须承担起谱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庄严历史责任，
在历史研究中叩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现实

求索中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未来

展望中探寻“中国怎样变得更好”，坚持在实践创新

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充分展现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

注释

①该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梁树发：《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主体的若干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曲青山：
《关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党建》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赵付科：《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方法论

图景》，《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陶文昭：《新时代理论创

新时代背景“四情”探析》，《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张雷声：
《“两个结合”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等等。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
［２］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２０：１１．
［３］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３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４２１．
［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６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３０１．
［５］顾海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精粹和

学理挈要［Ｊ］ ．学术界，２０２３（１２）：５－１２．
［６］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３４．
［７］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Ｊ］ ．求是，２０２３（１７）：

４－１１．
［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６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４９９．
［９］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０］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１］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Ｍ］．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２４：５０．
［１２］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Ｊ］ ．求是，２０２０（１３）：４－１５．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９３．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０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９１．
［１５］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８４１．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ｊｕｎ　 　 Ｃｈｅｎ Ｙｕｚｈ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ｍｉｎｇ ｉｔｓ ｍｉｎｄ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ｓｕｍ ｕｐ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ｘ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ｏｐｅｎ ｕｐ ａ ｎｅｗ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Ｐ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思　 齐

３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当代境遇、原则遵循与实践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