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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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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