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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实质

闫　 丽　 娟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马列主义教研部,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着眼于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是中

国共产党的理论品质和历史优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内外发展大

局,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实践主题,科学回答时代之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科学研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全面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

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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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和应对“两个大局”的理论结晶,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创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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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性质要求和理论

品质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学说。 中国共产党作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为指导,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不断促进党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为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带领中国人民

回答时代之问,取得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胜利。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

立足中国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有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

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

性”是直接针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而言的。
空想社会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产

生的思想体系,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抽象的人性、伦
理、道德为基础,从应然出发幻想描绘未来社会应该

是什么样。 “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的产生

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作

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

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

恒正义的王国” [1]525-526。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

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1]537。 马

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认识什

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并描绘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的大致轮廓与方向。 他们所提供的是研究新问题的

出发点和方法,提供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生长

点,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套现成方案。 马克思

主义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创新发展,是发展的理

论而不是现成的教条。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 在国家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

义伟大旗帜,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进行不懈

奋斗,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再到辛亥革命,
推翻了封建王朝,用共和制代替了帝制。 近代以来,
各种“主义”和思潮最终都是昙花一现。 “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

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

主义。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
抵不住,宣告破产了。 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



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

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

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

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

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

来,宣告破产了” [2]。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

伟大旗帜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担负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 要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

共产党必须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二)中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

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3]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促进党的

理论创新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

大思想武器,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回答时代之问,不断

战胜磨难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

任务就是实现民族独立,改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

向衰落的局面。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人探索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现了中国人

民站起来的历史任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深入进行调查研

究,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中分析了中

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

党内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错误倾向作斗争,在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等著作中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

命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和辩证法,系统分析党内“左”和右的错误思想

根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等著作中科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

和领导力量等基本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总路线。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
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先后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阐明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毛泽

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结束了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

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

民主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

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实现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历史

任务。 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
们党没有先例可以遵循。 虽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

道路困难重重,但从未阻挡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探索

的信念。 1978 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的重新确立,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

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实际

出发开创的伟大事业。 事业不间断,理论就会不断

向前发展。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当代中国国情,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突破了社会主义过渡时

期的短暂论,提出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单

纯计划经济理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并创造性地提出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在世纪转折时

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旗帜、确定方

向,着眼于当今世界新变化和当代中国新发展,在实

践中创造性地提出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
样建设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 21 世纪。
21 世纪之初,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

性地提出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这一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

科学发展观。

二　 “两个大局”是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发

展大势

“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者同步交织, 相互激

荡” [4]。 当今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

汇。 “两个大局”相互作用、相互激荡。 这种交汇给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时代之问,这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广阔时代背景。
(一)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久
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飞

跃,解决了中国人民挨打、挨饿的问题,开始走向强

起来的新时代。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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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提出我们所面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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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基本实现工业化。
2019 年世界 500 强中国企业上榜数量从上年的 120
家增至 129 家,中国企业上榜数量一举超过了美国

(121 家),这也是世界 500 强榜单中首次有其他国

家企业数量超过美国[5]。 2019 年中国有 13 个人口

超过 500 万的大城市,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全方位

的、根本性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从整体上把握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时代。 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近

世界历史舞台中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强调要解决“发展问

题”,通过发展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 新

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

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自 2010 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进出口和

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对外投资和利用外

资分别居世界第二位、第三位,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

域遥遥领先,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港

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

高,220 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

一位,一些产品甚至出现大量过剩。 这说明,我国长

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

转变” [6]68。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强调要解决“公平

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带领人民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
现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如城乡发展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等。 中国共产党人就要下决心解决

它,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但是“必须认识到,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

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

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7]。 我们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的全局综合考量,不是单纯从经济发展水平这

一个因素来看的。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 中

国共产党人要在“变”与“不变”中谋划发展、制定政

策。 一方面,新时代发展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还
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另一方面,要始终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世界格局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1760 年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确立了以

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结构,二战后各民族开始觉

醒,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 在

这股大潮的推动下,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了民

族独立,进入自身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特别是在信息革命的影响下,世界上主要国

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开

始重新洗牌、重排座次,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时期。
1. 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格局的变量

当代中国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
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取得快速的发展,1978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 (GDP) 只有 200 美元,约为美国的 2 / 30。
2010 年中国的 GDP 开始超过日本,2014 年达到日

本的两倍,2018 年中国 GDP 突破 90 万亿元,约为美

国的 2 / 3,中国的快速崛起对西方模式提出了挑战。
工业革命是西方进步的集中体现,1760 年以蒸汽机

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确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

结构,西方国家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 在全球化进

程中,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也日益深刻

地影响着其他民族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资本

主义的生产模式及附着其上的西方文化,使西方化

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 但是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

上,建立起了最为完整的工业门类,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工业国,将 14 亿中国人带入工业社会,创造了人

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打破了西方的神话。 “条条大

路通罗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种新

型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也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

挑战。
2. “美国优先”成为世界格局变革最大的不确

定因素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了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

算机技术和航空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到 20
世纪 70 年代新科技革命掀起新的高潮,其中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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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信息产业最为突出。 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

生产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资本主义

生产进入信息化的新阶段。 新科技革命促进资本主

义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更是达到了

新的水平。 西方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强,开始集

团化发展。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

高,促使他们之间在政治上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渗透,
甚至在国家战略安全等领域进行高度合作,有些区

域性的一体化组织机构越来越具有国家职能和利益

联盟的性质。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日安保条约签订,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北约组织等纷纷建立。 随

着信息化基础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经济霸

权优势受到削弱。 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美国优

先”政策和“退群”之举,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等

对多边体系造成冲击,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威胁经济

复苏,而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没有承担世

界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反而是到处甩锅,自我沦

陷。 西方国家也开始出现内部分化,特朗普治下的

美国和欧洲国家矛盾更为激烈和公开,暴露出它们

在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深层分歧。
3.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新变革

“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

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

着社会发展。 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全
球的整体相关性日益密切,许多原有的地区性和局

部性问题逐渐演变为全球性和整体性问题,对整个

人类社会的影响已超越了单一的局部范畴,向着全

局方向迈进,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8]。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
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压缩,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休

戚相关。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发展失衡以及地区

冲突、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

也日益突出,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在上升,
这就需要建立合作共赢包容性发展的全球治理体

系。 但是过去几百年的国际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

力量独大,西方国家长时间主导着国际格局的演变。
从全球化的规则来看,所有世界性机构和现行通用

的国际规则,都是近两百年以来西方国家主导制定、
建构的,比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 西方国家利用国际机构和组织控制国际事务

和话语权,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
但是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原有的西方主导

的国际格局,正在被东西方相对平衡的格局所取代。
二十国集团逐步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

和国际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平台。
(三)“两个大局”形成历史性交汇,相互作用、

相互激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梦

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是一体两面,二者在同一时空下相互作用、相
互激荡,形成历史性交汇。 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者相互作用,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

形成和展开提供大的外部环境。 我们要在世界大变

局背景下来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

局。 只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我国发展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才能整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同时,由于发展迅速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积

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因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变局,而是中国置身其中

的变局。 中国要积极推动塑造世界之大变局,使之

朝着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者相互激荡,
变革的道路充满挑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无

比光明的前景,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

十分艰巨,道路充满坎坷。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会对

国际政治、地缘格局、全球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这
些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缠绕,国际形势日

趋错综复杂,世界格局变革任重道远。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作用、融合

交汇,在内部发展与外部变化叠加在一起的总局势

下,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要回答的新时代之问,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宏阔的时代背景。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凸显中国

共产党把握和应对“两个大局”的价值诉求和战略

思维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的大势中,中国将何去何从。
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逆之

者亡。” [9]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势而为、
乘势而上,在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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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彰显中国共产党把握和应对“两个大局”的价值诉

求,贯穿中国共产党把握和应对“两个大局”的战略

思维,回答了时代之问,显示了中国智慧。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

显中国共产党把握和应对“两个大局”的价值诉求

任何时代都需要时代主体的参与,反映时代主

体的实践意愿和价值诉求。 在“两个大局”交汇的

历史大势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人提出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

大同”的新理念。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是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10]7 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多的就是理想信

念,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
了实现这个梦想几代中国人上下求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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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一张蓝图绘就后,就要一任接着一任干”,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

力量。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

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

伟业” [10]27。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现实要求,着力解决我

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在更高水平上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奋斗目

标,站稳人民立场,做符合人民当前利益要求和长远

利益要求的事,解决人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
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10]65 习近平总

书记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前途命运,提出了“为世界

谋大同”的新理念。 21 世纪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

信息技术得到高度发展,“个人电脑﹢互联网”成为

现代信息社会重要的生产和生活工具。 互联网提供

了便捷的通讯条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自由

表达和社会交往的空间。 人们的活动范围凭借信息

网络打破了时间和距离的限制,人们的社交圈无限

扩大了。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全球化进入全新

发展阶段,全球的整体相关性日益密切。 当今世界

面临复杂而多样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应

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

事外、独善其身。 解决这些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重

大问题和挑战,要依赖于国际社会的多边协调和沟

通,依赖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努力。 面对百年不遇

的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潮流,提出“为世界

谋大同”,向世界昭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初

心坚守和责任担当。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

穿中国共产党把握和应对“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

中国共产党在“两个大局”交汇的历史大势中

把价值诉求转化为实践探索,以新的战略思维来回

应和解答时代课题。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

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治国治党治军等各

方面作出系统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贯穿着从价值诉求向

战略布局实践转化的战略思维。
笃定的战略目标。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前提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今世界发

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

历史方位。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新时期

的总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起来。 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规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
坚定的战略方针。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党政军民

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11]。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最高

政治领导力量,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坚定自觉

地坚持党的领导。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这样

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

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

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

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

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6]75。 坚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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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

神针”。 今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在实

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

挑战从根本上要靠党的全面领导,要靠党把好方向

盘。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

社会革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以政治建设为根本,以思想建设为根基,
以纪律建设为关键,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加强党

的作风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统筹协调的战略部署。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顶层设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建

共享的发展理念,规定了实现总目标的价值理念。
强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推动改革成果共建共享,
就要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解决我国发展实践

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完成总任务

必须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四个自信”统筹起来的战

略安排。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规定了实现总任务

的实施领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实现总任

务的着力点;“四个自信”体现了完成总任务的战略

定力,是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动力源泉。

有力的战略举措。 强大的军队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可以说,这个

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 我们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12]。 只有依靠强大

军队作为保障,才能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情况

下,做到“我自岿然不动”。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把握

国际、国内大势,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即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

队,以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为抓

手,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带领我军取得历史性

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
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
是中国为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 以信息化为基础的

全球化扩大了人类发展的空间,改变了人们的时空

观念,人在全球空间的社会交往改造、创新着社会秩

序,促进现实社会朝着“真实的共同体”发展。 “这
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

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 [13]。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世

界持久和平与发展,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国家

利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抉择,为世界

和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

齐放春满园”。 中国将治国理政的经验同世界各国

交流共享,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 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人类社会实现

共同发展、持续繁荣和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指明了

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举办中国进出口博览会,汇聚全球共同发展的

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打造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筑牢和平共处的根基。 这些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推动

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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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YAN Li-juan
(The National Police University for Criminal Justice,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ime is the mother of thought, and practice is the source of theory. It is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and historical advan-
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focus on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practical issues an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The essenc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the
wisdo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scientifically based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ticking to the practical theme of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 has
scientifically judged the world’s unprecedented major changes and the strategic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dvanced the great struggle with many new historical features,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and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formed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the innovativ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
It is the theoretical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grasp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nd con-
tains profou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logic.

Key word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wo overall situations;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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