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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发生逻辑

金民卿

【提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行动指南。这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

对当今时代本质及其阶段特征、当代世界大局及其发展趋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态

势及其发展前景的深刻剖析和科学回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理

论提升，是当代中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集中体现；是对当代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及其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判断和深度回答，同时也是对当前我国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及其

内在要求的深刻揭示和系统解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彰显了２１世纪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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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 十 九 大 的 最 重 要 的 贡 献，就 是 明 确 提

出并系统 阐 述 了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思想，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提 供 了 根 本

遵循和行 动 指 南。深 入 分 析 这 个 重 大 理 论 创 新

成果的生 成 机 制 和 发 生 逻 辑，能 够 让 我 们 更 好

地学懂弄 通 其 科 学 理 论 体 系，深 入 把 握 并 贯 彻

落实其思想要义和根本要求。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对当今时代　
　　本质及其阶段特征、当代　
　　世界大局及其发展趋势、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　
　　态势及其发展前景的深刻　
　　剖析和科学回答　　　　　

　　习 近 平 多 次 强 调，时 代 是 思 想 之 母，实 践

是理论之 源。研 究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思想 的 生 成 基 础，离 不 开 对 我 们 所 处 的 大

时代背景、世 界 格 局 现 状 及 发 展 趋 势、世 界 社

会主义运动总体态势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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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 今 时 代 的 本 质 和 特 征 在 变 与 不 变

的交织中 呈 现 出 许 多 新 的 历 史 特 点。从 总 体 上

讲，我们依 然 处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所 早 已 指 出 的 历

史时 代，也 就 是 资 本 主 义 向 社 会 主 义 过 渡 的

“大的 历 史 时 代”。在 《共 产 党 宣 言》中，马 克

思就已经 指 出，随 着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的 发 展

变革，人类 已 经 进 入 到 了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形 态 占

统治地位的 历 史 时 代。但 是，在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的过程中，已经锻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灭

亡和无产 阶 级 的 胜 利 是 同 样 不 可 避 免 的。”① 人

类已经进 入 了 从 资 本 主 义 向 社 会 主 义 和 共 产 主

义过渡的大 的 历 史 时 代。如 今，经 过 了 一 百 多

年的历史 发 展，资 本 主 义 经 历 了 自 由 竞 争 的 资

本主义和 垄 断 资 本 主 义 两 个 重 大 历 史 阶 段，如

今正在进 入 新 的 阶 段，资 本 主 义 体 系 中 已 经 产

生了相当 多 的 社 会 主 义 因 素，在 全 世 界 也 已 经

存在了若干 社 会 主 义 国 家。但 是，当 今 世 界 依

然处于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形 态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时 代，

资产阶级 与 无 产 阶 级 的 斗 争 依 然 存 在，并 且 仍

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固

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

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其不可克服的两极分

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

日益加大。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 “两个必然”趋

势不可逆转，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斗争必然长

期存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会集中爆发。

与此同 时，当 今 世 界 同 马 克 思 所 处 的 时 代

相比已经 发 生 了 巨 大 而 深 刻 的 变 化，呈 现 出 许

多新的阶段 性 特 征。资 产 阶 级 的 统 治 方 式、资

本主义国 家 之 间 的 关 系、资 本 主 义 转 嫁 危 机 的

手段等发生 了 重 大 改 变，两 个 阶 级、两 种 制 度

的斗争呈 现 新 的 特 点，西 方 帝 国 主 义 国 家 形 成

联盟，对社会 主 义 国 家 进 行 分 化 瓦 解，制 造 社

会主义国家 之 间 的 矛 盾。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科

技信息的快 速 发 展，世 界 信 息 化、科 技 创 新 突

飞猛进，人 类 社 会 的 生 产 力 水 平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提高，由此 引 发 了 社 会 经 济 基 础 和 上 层 建 筑 发

生巨 大 变 化。两 个 阶 级、两 种 制 度、两 种 意 识

形态斗争 的 形 式 也 发 生 重 大 变 化，互 联 网 已 经

成为意识形 态 斗 争 的 主 战 场，文 化、意 识 形 态

渗透和斗争更加隐蔽、更加复杂、更加激烈。

其次，当 今 世 界 局 势 正 在 发 生 深 刻 变 化，

正处于大 发 展 大 变 革 大 调 整 时 期，全 球 治 理 和

人类发展面 临 一 系 列 新 的 问 题 和 挑 战。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 末，东 欧 剧 变、苏 联 解 体 后，长 达 半 个

世纪的冷 战 格 局 结 束，两 个 超 级 大 国 之 间 的 较

量变成美 国 一 极 独 霸 世 界 的 局 面；与 此 同 时，

世界多极 化 趋 势 日 益 发 展，反 对 单 极 霸 权 的 多

边主义越 来 越 成 为 世 界 局 势 发 展 的 趋 势。进 入

２１世纪，特别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

内部的社会 撕 裂、族 群 分 裂 日 益 严 重，治 理 困

境不断加剧，在 世 界 上 的 影 响 力 明 显 下 降。资

本主义的 总 体 力 量 虽 依 然 强 大 但 出 现 了 明 显 的

下滑，西方国 家 内 部 出 现 了 矛 盾 激 化、政 党 倾

轧、族群 撕 裂 的 态 势，西 方 国 家 之 间、西 方 国

家同新兴 国 家 和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之 间 的 矛 盾 不

断深化。西 方 国 家 主 导 的 现 行 国 际 政 治 秩 序 在

应对当今 世 界 发 展 方 面 日 益 显 得 力 不 从 心，在

处理全球化问题上日益捉襟见肘，产生了一系列

深刻复杂 的 问 题，提 出 了 许 多 亟 待 解 决 的 重 大

问题。

世界 多 极 化、经 济 全 球 化、社 会 信 息 化、

文化多样 化 深 入 发 展，全 球 治 理 体 系 和 国 际 秩

序变革加 速 推 进，各 国 相 互 联 系 和 依 存 日 益 加

深，国际力量 对 比 更 趋 平 衡，和 平 发 展 大 势 不

可逆转，全 世 界 范 围 的 反 对 霸 权 主 义 和 强 权 政

治的力量迅 速 发 展，广 大 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新

兴国家、发展 中 国 家，已 经 越 来 越 成 为 推 动 世

界和平发展 的 主 力 军。同 时，世 界 面 临 的 不 稳

定性不确 定 性 突 出，世 界 经 济 增 长 动 能 不 足，

贫富分化 日 益 严 重，地 区 热 点 问 题 此 起 彼 伏，

恐怖 主 义、网 络 安 全、重 大 传 染 性 疾 病、气 候

变化异常 等 非 传 统 安 全 威 胁 持 续 蔓 延，人 类 面

临许多共同挑战。

再次，世 界 社 会 主 义 运 动 虽 然 尚 未 完 全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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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低潮期，但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成 功 发 展

已经昭示 了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的 光 明 前 景。社

会主义理 论 和 运 动 经 历 了 从 空 想 到 科 学、从 理

论到实践、从 一 国 实 践 到 多 国 实 践 的 发 展，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末 进 入 低 潮 期。正 是 从 那 时 起，

西方国家出现了 “共产主义失败论”、 “历 史 终

结论”等 各 种 论 调，社 会 主 义 国 家 内 部 也 出 现

了各种各样的 “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理想信

念动摇，不 同 形 式 的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化 思 潮 暗 流

涌动， “共产 主 义 渺 茫 论”也 沉 渣 泛 起。当 前，

虽然世界 社 会 主 义 运 动 处 于 低 谷 的 总 体 态 势 没

有得到根本改变，“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

总体格局 依 然 存 在，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迅 速

崛起并进 入 新 时 代，为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增 添

了许多原创性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在２１世纪的

中国焕发 出 强 大 生 机 活 力，有 力 地 回 击 了 形 形

色色的 “共产主义失败论”，充分证明了科学社

会主 义 原 则 的 强 大 生 命 力，马 克 思 主 义 关 于

“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人类社会发

展的基本规 律 不 可 替 代。在 国 际 上，以 中 国 为

代表的社 会 主 义 力 量 正 在 上 升，中 国 作 为 上 升

的和平力 量 正 积 极 推 进 世 界 的 和 平 发 展，社 会

主义中国 已 经 走 近 世 界 舞 台 中 央，中 国 声 音 具

有极大的影 响 力、感 召 力 和 塑 造 力，极 大 地 削

弱了资本 主 义 的 世 界 主 导 性，为 此 也 遭 到 了 前

所未有的包围打压，面临 “颜 色 革 命”、 “西 化

分化”甚至是被侵略的危险。

在这种 情 况 下，社 会 主 义 中 国 面 临 着 重 大

的发展机 遇，同 时 也 面 临 着 前 所 未 有 的 风 险 挑

战。如何在这 种 风 云 变 幻 的 世 界 格 局 中，科 学

把握时代本质及其发展变化，抓住难得的机遇，

有效化解各 方 面 的 风 险、应 对 各 方 面 挑 战，通

过中国特 色 大 国 外 交，联 合 世 界 上 各 种 和 平 发

展及社会进 步 力 量，构 建 新 型 国 际 关 系，打 造

人类命运 共 同 体，既 吸 收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的 有 益

成果，走出 一 条 适 合 自 身 特 色 的 现 代 化 道 路，

又避免西 方 现 代 化 所 带 来 的 问 题，在 实 现 自 身

健康发展 的 同 时，为 全 人 类 发 展 做 出 更 大 的 中

国贡献，并 带 领 世 界 社 会 主 义 运 动 快 速 走 出 低

谷而走向 复 兴，成 为 当 代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必 须 做

出明确回 答 的 重 大 历 史 课 题。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思 想，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就 是 对 这

些问题的科学回答。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深刻　
　　总结和理论提升，是当代　
　　中国实际经验 “马克思　　
　　主义化”的集中体现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三 位 一 体”的 总 体 性

过程，既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中 国 运 用 和 发 展 的 具

体化过程，也 是 把 中 国 丰 富 的 实 际 提 升 到 马 克

思主义高 度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化 的 过 程，还 是 把 中

国化马 克 思 主 义 向 世 界 传 播 的 世 界 化 的 过 程。

延安整 风 运 动 时 期，毛 泽 东 在 《反 对 主 观 主 义

和宗派主义》中提出过一个重要论断：“我们要

使中国革 命 丰 富 的 实 际 马 克 思 主 义 化。”① 这 就

是说，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改革中 所 形 成 的 丰 富 经 验，提 升 到 马 克

思主义理 论 的 高 度，丰 富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理论宝库。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说，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思 想，就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展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根本主题，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孜孜追

求，历尽艰辛，开拓进取，走过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奠基和探索、开创和推进的不同时代。

以毛泽东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探 索

时代。以毛 泽 东 为 杰 出 代 表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经过长时 间 艰 苦 卓 绝 的 不 懈 奋 斗，取 得 了 新 民

主主义革 命 的 胜 利，创 建 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确立了 人 民 民 主 专 政 的 国 体 和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政治协商会 议、民 族 区 域 自 治 等 政 治 制 度，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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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开辟了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和 革 命

道路，创建 并 不 断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

和相应的各种制度。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毛泽

东率先提 出 要 以 苏 联 为 鉴 戒，探 索 适 合 中 国 国

情、具有中国 特 点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实 现

马克思 主 义 同 中 国 实 际 的 “第 二 次 伟 大 结 合”，

随后领导 全 党 全 国 人 民 开 展 大 规 模 的 社 会 主 义

建设实践，在 经 济 政 治 文 化 社 会 等 各 个 方 面 取

得了重大 成 就，奠 定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制

度前 提、思 想 保 证、物 质 基 础、理 论 准 备 和 外

部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起点。

在此过程 中，毛 泽 东 及 时 总 结 探 索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的 实 践 经 验 和 教 训，不 断 形 成 马 克 思 主

义中国化 的 新 的 理 论 成 果，进 一 步 丰 富 和 发 展

了毛泽东 思 想，构 成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系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先导。

以邓小平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开 创

时代。以邓 小 平 为 杰 出 代 表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成功开创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带 领 中 国 进 入

了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文革”结束以后，面临着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

变化，邓小 平 领 导 和 推 动 全 党 成 功 实 现 了 思 想

上和政治 上 的 拨 乱 反 正，解 决 了 两 个 相 互 联 系

的重大历 史 课 题，一 是 科 学 评 价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历史地位 和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科 学 体 系，二 是 根 据

新的实际 和 发 展 要 求 确 立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设的正确 道 路。在 此 基 础 上，紧 紧 围 绕 建 设

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这 个 主 题，成 功 实 现 马 克 思

主义同中国实际的 “第二次伟大结合”，成功开

创了在改 革 开 放 中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的 新 道

路———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社 会 主 义 中 国

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在此过程中，

邓小平及 时 总 结 改 革 开 放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的 丰 富 实 践 经 验，牢 牢 抓 住 并 科 学 回 答 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

心问题，把 对 社 会 主 义 的 认 识 提 高 到 新 的 科 学

水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以江泽民 和 胡 锦 涛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推进 时 代。以 江 泽 民 和 胡 锦 涛 为 杰 出 代 表

的中国共 产 党 人，成 功 推 进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在坚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历 史 进

程中不断 谱 写 新 的 历 史 篇 章。在 国 内 外 形 势 十

分复杂、世 界 社 会 主 义 出 现 严 重 曲 折 的 严 峻 考

验面前，江 泽 民 坚 决 捍 卫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带领全党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坚 持 党 的 基 本 理 论、基

本路线，依 据 新 的 实 践 确 立 了 党 的 基 本 纲 领、

基本经验，确 立 了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改

革目标和 基 本 框 架，确 立 了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基本经 济 制 度 和 分 配 制 度，开 创 全 面 改 革 开

放新局面，推 进 党 的 建 设 新 的 伟 大 工 程，成 功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２１世纪。新世纪新阶

段，胡锦涛抓 住 重 要 战 略 机 遇 期，在 全 面 建 设

小康社会进 程 中 推 进 实 践 创 新、理 论 创 新、制

度创新，强调 坚 持 以 人 为 本、全 面 协 调 可 持 续

发展，提出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加 快 生 态

文明建设，形 成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总 体 布

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推动建设 和 谐 世 界，推 进 党 的 执 政 能 力 建 设 和

先进性建 设，成 功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 坚 持 和 发

展了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在 此 过 程 中，江 泽 民

牢牢抓 住 并 科 学 回 答 了 “建 设 什 么 样 的 党、怎

样建设党”这个核心问题，创立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胡 锦 涛 牢 牢 抓 住 并 科 学 回 答 了 “实

现什么 样 的 发 展、怎 样 发 展”这 个 核 心 问 题，

创立了科 学 发 展 观。这 些 重 大 理 论 创 新 成 果，

进一步 回 答 了 “什 么 是 社 会 主 义、怎 样 建 设 社

会主义”的 问 题，丰 富 和 发 展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理论体系。

以习近平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全 面

发展的新时 代。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在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 新 时 代 到 来 之 际，以 习 近 平 为 杰 出 代

表的中国 共 产 党 人，科 学 把 握 当 今 世 界 和 中 国

发展大势，顺 应 实 践 要 求 和 人 民 愿 望，提 出 一

系列新理 念 新 思 想 新 战 略，出 台 一 系 列 重 大 方

针政策，推出 一 系 列 重 大 举 措，推 进 一 系 列 重

大工作，解 决 了 许 多 长 期 想 解 决 而 没 有 解 决 的

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经济建设 取 得 重 大 成 就，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取 得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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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破，民主 法 治 建 设 迈 出 重 大 步 伐，思 想 文

化建设取得 重 大 进 展，人 民 生 活 不 断 改 善，生

态文明建 设 成 效 显 著，强 军 兴 军 开 创 新 局 面，

港澳台工 作 取 得 新 进 展，全 方 位 外 交 布 局 深 入

展开，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成 效 卓 著。党 的 创 造 力、

凝聚 力、战 斗 力 和 领 导 力、号 召 力 显 著 增 强，

国家 经 济 实 力、科 技 实 力、国 防 实 力、综 合 国

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这些历

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这些重 大 历 史 性 成 就 的 取 得，最 根 本 的 原

因就在于 有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的 坚

强领导，就 在 于 有 习 近 平 提 出 的 一 系 列 重 要 的

新理念新 思 想 新 战 略 的 科 学 指 导，就 在 于 全 党

全国各族 人 民 毫 不 动 摇 地 沿 着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的正确道路共同奋斗、开拓前进。

新时代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这

些重大经 验 弥 足 珍 贵，把 这 些 宝 贵 的 经 验 加 以

系统性的、深 度 性 的 理 论 集 成，使 之 上 升 到 马

克思主义 理 论 的 高 度，作 为 新 时 代 坚 持 和 发 展

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的 行 动 指 南，已 经 成 为

全党全国 人 民 的 共 同 愿 望，同 时 也 是 进 一 步 推

进社会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建 设 的 实 践 需 要。作 为

党中央和 全 党 的 核 心，习 近 平 不 负 党 和 人 民 的

重托，以坚定 的 理 想 信 念、高 超 的 政 治 智 慧 和

巨大的理 论 创 新 勇 气，出 色 地 完 成 了 这 个 重 大

的历史任务，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对当代中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及其　　
　　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判断　
　　和深度回答　　　　　　　

　　改革开放近４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 人 民，坚 定 不 移 地 沿 着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的道路 开 拓 前 进，推 动 我 国 经 济 实 力、科

技实 力、国 防 实 力、综 合 国 力 进 入 世 界 前 列，

推动我国 国 际 地 位 实 现 前 所 未 有 的 提 升，党 的

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

中华民族 的 面 貌 发 生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变 化，中 华

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特别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心的党 中 央，以 巨 大 的 政 治 勇 气 和 强 烈 的 责

任担当，带领 全 党 全 国 人 民 攻 坚 克 难，锐 意 进

取，取得 了 全 方 位 的、开 创 性 的 伟 大 成 就，实

现了深层次 的、根 本 性 的 历 史 变 革，党 和 国 家

事业站到 了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进入了一 个 全 面 发 展 的 新 阶 段。基 于 此，党

的十九大报 告 从 历 史 和 现 实、理 论 和 实 践、国

内和国际 等 的 结 合 上，对 我 国 社 会 发 展 的 历 史

方位做 出 了 重 大 的 历 史 性 判 断——— “经 过 长 期

努力，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了 新 时 代，这 是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

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 时 代，在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 发 展 史 上、中 华 民 族 发 展 史 上 具 有 重

大意义，在世 界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上、人 类 社 会

发展史上 也 具 有 重 大 意 义。它 意 味 着 近 代 以 来

久经磨难 的 中 华 民 族 迎 来 了 从 站 起 来、富 起 来

到强起来 的 伟 大 飞 跃，迎 来 了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复兴的 光 明 前 景；意 味 着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在 二

十一世纪 的 中 国 焕 发 出 强 大 生 机 活 力，在 世 界

上高高举 起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旗 帜；意

味着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理 论、制 度、文

化不断发 展，拓 展 了 发 展 中 国 家 走 向 现 代 化 的

途径，给世 界 上 那 些 既 希 望 加 快 发 展 又 希 望 保

持自身 独 立 性 的 国 家 和 民 族 提 供 了 全 新 选 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个新的 历 史 方 位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不

同时代发 展 成 就 的 高 度 凝 结，是 当 代 中 国 发 展

历史性成 就 的 深 度 集 成，也 是 中 国 未 来 发 展 的

历史起点 和 现 实 根 据。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包 含 着 丰 富 的 内 涵，提 出 了 特 定 的 任 务。

正如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所 指 出 的，它 “是 承 前 启

后、继往开来、在 新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继 续 夺 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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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 的 时 代，是 决 胜 全 面

建成小康 社 会、进 而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国的时代，是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团 结 奋 斗、不 断

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

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①

很显然，这个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

史、现实和未来贯通起来，把远大的奋斗目标和

重大的战略部署贯通起来，把中国自身发展同对

世界的贡献贯通起来，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但是，要 真 正 完 成 新 时 代 的 任 务 和 奋 斗 目

标，并不是一 件 轻 松 的 事 情，因 为 在 新 时 代 坚

持和发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不 仅 要 有 坚 实 的 基

础，同时也 面 临 着 一 系 列 重 大 的 困 难 和 挑 战：

发展不 平 衡 不 充 分 的 一 些 突 出 问 题 尚 未 解 决，

发展质量和 效 益 还 不 高，创 新 能 力 不 够 强，实

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民生领域 还 有 不 少 短 板，脱 贫 攻 坚 任 务 艰 巨，

城乡区域 发 展 和 收 入 分 配 差 距 依 然 较 大，群 众

在就业、教 育、医 疗、居 住、养 老 等 方 面 面 临

不少难题；社 会 文 明 水 平 尚 需 提 高；社 会 矛 盾

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

国家治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有 待 加 强；意 识 形 态

领域斗争依 然 复 杂，国 家 安 全 面 临 新 情 况；一

些改革 部 署 和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需 要 进 一 步 落 实；

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不解决 这 些 重 大 问 题，不 破 解 这 些 重 大 难

题，不克服这 些 重 大 困 难，在 新 时 代 坚 持 和 发

展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就 无 法 顺 利 进 行。在 这

个问题上，我 们 必 须 保 持 冷 静 的 头 脑，而 不 能

躺在已有的成绩上沾沾自喜、停步不前。

而要解 决 这 些 重 大 问 题，就 必 须 首 先 明 确

我们在新 时 代 所 要 坚 持 和 发 展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究竟 是 什 么，也 就 是 说 必 须 首 先 在 理 论 上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

总体 布 局、战 略 布 局 和 发 展 方 向、发 展 方 式、

发展 动 力、战 略 步 骤、外 部 条 件、政 治 保 证 等

基本 问 题，做 出 科 学 的、系 统 的 回 答，进 而 要

根据新 的 实 践 对 经 济、政 治、法 治、科 技、文

化、教育、民 生、民 族、宗 教、社 会、生 态 文

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

国统 一、统 一 战 线、外 交、党 的 建 设 等 各 方 面

作出理论分 析 和 政 策 指 导。概 括 起 来 说，这 就

是新时代 坚 持 和 发 展 什 么 样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和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正是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所

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对当前我国　
　　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及其　
　　内在要求的深刻揭示和　　
　　系统解决　　　　　　　　

　　主 要 矛 盾 学 说 是 中 国 化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最

具独创性 和 代 表 性 的 内 容，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科

学分析基 本 国 情 和 社 会 发 展 阶 段 及 其 发 展 变 化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方法论基础。

毛泽东早就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

着两个以 上 矛 盾 的 复 杂 过 程 的 话，就 要 用 全 力

找出它的主 要 矛 盾。捉 住 了 这 个 主 要 矛 盾，一

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懂得

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

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对于主要的 矛 盾 和

非主要的 矛 盾、主 要 的 矛 盾 方 面 和 非 主 要 的 矛

盾方面的 研 究，成 为 革 命 政 党 正 确 地 决 定 其 政

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

是一切共 产 党 人 都 应 当 注 意 的。”② 习 近 平 强 调

指出：“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辩证法

的要 求，也 是 我 们 党 在 革 命、建 设、改 革 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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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①

新中国 成 立 后，我 们 党 高 度 重 视 社 会 主 要

矛盾的发 展 变 化。１９５６年，党 的 八 大 在 政 治 报

告的决 议 里 第 一 次 对 “三 大 改 造”完 成 以 后 我

国的社会 主 要 矛 盾 作 出 一 个 判 断，我 们 国 内 的

主要矛盾，已 经 是 人 民 对 于 建 立 先 进 的 工 业 国

的要求同 落 后 的 农 业 国 的 现 实 之 间 的 矛 盾，已

经是人民 对 于 经 济 文 化 迅 速 发 展 的 需 要 同 当 前

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 的 实 质，在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已 经 建

立的情况 下，也 就 是 先 进 的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同 落

后的社会 生 产 力 之 间 的 矛 盾。１９８１年，我 们 党

在 《关 于 建 国 以 来 党 的 若 干 历 史 问 题 的 决 议》

中明确指 出，我 国 的 主 要 矛 盾 是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如今，我 国 的 主 要 矛 盾 两 个 方 面 的 内 涵 都

发生了深 刻 的 变 化。一 个 方 面 是 人 民 的 需 要，

过去我们 还 停 留 在 较 低 层 次 的 对 物 质 文 化 产 品

消费的需 求 上，现 在 人 民 对 基 本 消 费 品 的 物 质

文化需要都 已 经 满 足，总 体 上 实 现 小 康，不 久

将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会，人 民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日 益

广泛，需要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生活，民主、

法治、公平、正 义、安 全、环 境 等 方 面 的 要 求

日益增长，就 是 对 “美 好 生 活”的 需 要。另 一

个方面是 社 会 生 产，中 国 的 社 会 生 产 发 生 了 翻

天覆地的 变 化，社 会 生 产 力 水 平 总 体 上 显 著 提

高，在很多方 面 进 入 世 界 前 列，但 还 有 一 些 领

域仍有短 板，更 加 突 出 的 问 题 是 发 展 不 平 衡 不

充分，这已 经 成 为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需要的主 要 制 约 因 素。针 对 这 种 状 况，党 的

十九大 报 告 作 出 了 新 的 判 断——— “我 国 社 会 主

要矛盾已 经 转 化 为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

社会主 要 矛 盾 的 这 个 历 史 性 的 转 变，是 关

系全局的 历 史 性 变 化，对 党 和 国 家 工 作 提 出 了

许多新要求。人民群众的需要日益呈现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 面 的 特 点，人 民 的 需 要 不 再 是 一

般性的物 质 文 化 需 要，而 是 高 端 的 物 质 文 化 需

要，期盼 有 更 好 的 教 育、更 稳 定 的 工 作、更 满

意的收入、更 可 靠 的 社 会 保 障、更 高 水 平 的 医

疗卫生服务、更 舒 适 的 居 住 条 件、更 优 美 的 环

境、更丰富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从 社 会 生 产 方 面

来看，我国社 会 生 产 力 水 平 已 经 明 显 提 高，很

多重大技 术 已 经 站 在 世 界 前 沿，甚 至 在 领 跑 世

界技术创 新 进 程，供 给 不 足 的 不 再 是 低 端 的 物

质消费产 品 而 是 高 端 的 物 质 消 费 产 品，不 再 是

个人消费 产 品 而 是 社 会 公 共 产 品，这 就 决 定 了

我们必须把供给侧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侧重点，

以适应当 代 中 国 人 民 的 物 质 文 化 需 要 的 发 展 变

化。这就是说，我 们 一 定 要 在 继 续 推 动 发 展 的

基础上，着 力 解 决 好 发 展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问 题，

大力提升 发 展 质 量 和 效 益，更 好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在经济、政 治、文 化、社 会、生 态 等 方 面 日 益

增长的需要，更 好 地 推 动 人 的 全 面 发 展、社 会

全面进步，在 新 时 代 全 面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新时代 赋 予 新 的 历 史 使 命，新 矛 盾 提 出 了

新的工作要 求，新 要 求 需 要 开 启 新 的 征 程，制

定新的奋斗 目 标，作 出 新 的 重 大 部 署，形 成 新

的重大决策，制 定 新 的 重 大 安 排，而 要 很 好 地

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的 指 导。对 此，习 近 平 以 非 凡 的 政 治

智慧、顽 强 的 意 志 品 质、强 烈 的 责 任 担 当，在

领导全党 全 国 人 民 在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伟大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

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

提出了一 系 列 具 有 开 创 性 意 义 的 新 理 念 新 思 想

新战略，创造 性 地 提 出 了 “八 个 明 确”的 理 论

框架、 “十四 条 坚 持”基 本 方 略，制 定 了 经 济、

政治、法 治、科 技、文 化、民 生、生 态 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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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生逻辑

①

②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

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 小 康 社 会 实 现 中 国 梦 而 奋 斗》， 《人 民 日 报》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人 民 日 报》２０１７年１０
月２８日。



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

一、外交、党 的 建 设 等 各 方 面 的 大 政 方 针，在

新时代党 的 理 论 创 新 中 发 挥 了 决 定 性 作 用、做

出了决定 性 贡 献，创 立 了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 义 思 想，把 当 代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发 展

到了新的境界。

总之，在 当 代 世 界 进 入 大 发 展 大 调 整 大 变

革的时代 背 景 下，在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

时代的历 史 方 位 中，在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伟大实 践 过 程 中，习 近 平 继 承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列宁主义、毛 泽 东 思 想、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体系的 活 的 灵 魂 和 思 想 精 髓，集 中 党 和 人 民

的实践经验 和 集 体 智 慧，抓 住 时 代 特 征、定 标

历史 方 位、揭 示 主 要 矛 盾、提 升 实 践 经 验，以

全新的视 野 深 化 对 共 产 党 执 政 规 律、社 会 主 义

建设规律、人 类 社 会 发 展 规 律 的 认 识，以 巨 大

的政治勇 气 和 理 论 智 慧，从 理 论 和 实 践 结 合 上

系统回答 “新 时 代 坚 持 和 发 展 什 么 样 的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 义、怎 样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这个 核 心 问 题，对 新 时 代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色社会 主 义 的 一 系 列 基 本 问 题 做 出 了 系 统 阐

述，创立了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彰显了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本文作 者：哲 学 博 士，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马

克思 主 义 研 究 院 副 院 长、研 究 员、博 士

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勤勤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Ｊｉｎ　Ｍｉｎｑ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ｕｎｔｉｒｉｎｇｌ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ａｇｅｓ，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Ｉｔ　ｉｓ　ａ　ｐｒｏ－
ｆｏｕ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ｉｓ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ｓｕｃｈ
ｍａｊｏｒ　ｅｐｏｃｈ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ｌａｗｓ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ｘ－
ｉｓｔ　ｔｒ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ａ－
ｄａｐｔ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ｏｇｉｃ

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10 月 31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组织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中

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王伟

光教授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

行动纲领》为题，全面解读了十九大精神，并对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作动员部署。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第一副校长张江教授主持。

王伟光教授强调，党的十九大是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启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十九大报

告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时代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师生要认真学习、全面贯彻

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

工作和学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力量。

王伟光教授围绕十九大会议主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从多个方面深刻论述了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他指出，十九大报告向全党全国人民，也向

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十九

大最重大最根本的理论创新，是对我国新时期建设发展规划的重大研判和科学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王伟光教授结合学习体会，提炼出十九大报告的十二方面创新亮点，并做详尽阐释。他表示，十九

大报告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成绩和开创性变革，解决了许多难题，办成了许多大事，根源在于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与科学的指导思想；强调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推动社会主

义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根本动力，鼓励青年学生立志远大、奋发有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提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以及对相关理论的判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生新

的变化，但基本国情没有变化，要始终站在理论高度辨析时代概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动摇；

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基本”新提法；阐

述了“四个伟大”的重要内涵以及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指明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任务要求；确定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蓝图；确立了继续推进“五

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要求；阐述了全面提升外交战略布局，深化“一带一路”、全球

治理体系等建设任务的方法路径；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始终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向全

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号召。

张江教授指出，本次会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首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宣讲报告会，体

现了院党组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的

重视和关心，全体人员要以本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为契机，切实做到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原文，认真

学习贯彻王伟光教授宣讲精神，总结提炼个人感想与认知，在工作与学习中不忘初心，努力拼搏，为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领导班子、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学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校师生参加会议。

（党委办公室）

金民卿，1967 年生，河南洛阳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

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首席

专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全国党建研究

会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专业智库”

秘书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势学科”负责人、创新工程项

目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等国内多所高校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

泽东生平与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中共党史党建。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方面，着重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对马

克思的早期手稿、资本论手稿、晚年笔记等有过专门研究，对

国内马克思研究有过评述，发表过《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世界

历史思想》《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几个理论范式》《意识超越性与实践》等文章，是马工程项目《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项目组专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着重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思想逻辑、思想通史和文化向度方面研究，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四重思想逻辑、三大理论维度等观点；在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着重从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意识

形态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研究，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有比较完整的论述，提

出“现代移民都市文化”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对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分析模式有过专门论述；在中

共党史党建研究方面，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历史，基层党建特别是非公有制领域的

党建研究；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方面，着重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问题。

主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以及其

他省部级以上课题 20 多项。主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现实境遇与发

展对策”（200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201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中央马工程

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导读”（2009），“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研究”（201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

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200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分析”

（2010）等。

出版的个人学术专著有：《核心，凝聚强大中国力量》（2017）、《中国力量》（2017）、《青

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2015）、《矛盾与出路——网络时代的文化价值观》（2013）、《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2009）、《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2004）、《现代移民都市文化》

（2006）、《大众文化论》（2002）等。主编、合著著作 10 多部，主要有：主编《共和国起步》丛书、

《文化：城市发展的引擎》《改革开放 30 年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30 年》《中国共

产党精神的时代解读》等。

近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毛

泽东思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 200 多篇。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发生逻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反思与展望》《毛泽东是 1975 年整顿的首倡者、推动者和终

结者》《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当代启示》《马克思的术语革命与习近平理论创新的方法

特点》等。

（周勤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召开宣讲报告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金民卿研究员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06期封1-4.indd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