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9/4· ·

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用于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境界。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就要把握精髓、抓住根本，深入

理解和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原理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

根本立场主要体现在以人民的需要为目的、以人民主体为动力、为人民担当三个层面。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以人民为目的”贯穿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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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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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高质量经济建设，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要“通过改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1]，扩大

改革受益面，发挥好改革先导作用；要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2]。在政治建设方面，强调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

祉。在文化建设方面，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3]，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在社会建设方面，强调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要重点“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和有困难的群众”[4]，“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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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必须准

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不仅需要全党和人民群众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而且需

要弘扬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勇于革命、善于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使之成为推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之源。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践

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只有通过科学的实践才能产生正确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摸着石

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1]由此充分肯定

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重要意义。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所具有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过

程性和阶段性，而这些也充分反映了摸着石头过河与探索规律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人们可以在摸着石

头过河的过程中弄清楚客观实际和事物的来龙去脉，把握客观实际各个不同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从

而实现对于客观实际规律性的深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以“实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例说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2]

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相结合，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倘若离开

了实践创新的支持，空洞的理论创新将会由于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被束之高阁，最终沦为一纸

空文。同时，离开了理论支持的实践创新也容易陷入盲目，偏离方向。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

调的那样，一定要不断推进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实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针对实践创

新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思想，他早在福建工作时就做过精辟的概括：“我们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往往实

践体会多。如何把实践体会上升到理论高度，再从理论高度上看问题、解决问题，这方面的工作亟需

加强。如果我们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3]这段话中提

出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两个重要概念，并强调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结合的重要性，无疑实现

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与发展。在实践中提升理论高度，可以防止经验主义；在理论学习中重

视实践深度，可以防止教条主义。而实践深度与理论高度一起抓，无疑构成了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

义的重要保证。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论述了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

问题，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

找到现成的教科书。”[4]这句话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解

决问题的方法，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

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是在不

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联系的实

[1][2]《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第54页。

[3]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211页。

[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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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1]正确分析矛盾，就是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才

能全面、辩证地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他特别强调，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这些矛盾许多是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出现

的，是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2]那么，如何有效地抓住矛盾？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问题是事物矛盾的

表现形式，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抓住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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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党和国家的光明前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性等问题的分析和阐述，无不体现出这种历史思

维。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基于社会主义发展史、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等，

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进行科学论证。50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既

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又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曲折坎坷

的历程，而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焕发出

强大的生机活力。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来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是国人的共同期盼，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得我们今天比

任何历史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前

后的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既有重大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时期，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方

面存在差异，但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历程。

第三，运用创新思维，勇于解放思想、突破变革。“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急切需要运用创新思维。而唯有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才能紧跟时代、继往开来。例如，在关

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需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增长动力转换以及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形成的历史交汇期，把握历史机遇，将创新这个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战略支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包含了“要正确推进

改革、要准确推进改革、要有序推进改革、要协调推进改革、要自觉维护中央大政方针的统一性严肃

性”的“五要”新思维。

第四，运用底线思维，设定最低目标，争取最大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各种风险我们都

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

维的根本含义。”[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多个方面蕴含着底线思维的要义。在道路

方向问题上，强调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强调科学社会

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国家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经济建设

方面，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强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外交战略方面，强调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上，不含糊、

不妥协、不让步。

〔责任编辑：洪 峰〕

[1]《习近平：谋创新就是谋未来》，2015年7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9/c_1115970819.htm。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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