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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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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新时代伟大旗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总结,最
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科学体系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结构,主要包括:本质性动机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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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发展的又一高峰。 对这一科学体系进行分析,
理解其内部逻辑体系的生成,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进一步发展。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有不少学者开始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开分析,虽然提

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总的来说不够全面,大多

数学者从“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着手,以此展

开对这一科学体系的分析,这显然不够具体,也不够

完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全

面,视野广阔,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国家安

全、党的建设等领域,且论述系统,观点鲜明,有利于

从整体上推进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 只有立

足整体,对这一科学体系的结构和内部逻辑关系进

行深层次的剖析,才能呈现出既完备又科学的体系

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体系包括以下方面。

一　 本质性动机和根本出发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秉持共产

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并以此作为其理论形成的本质性动机和

根本出发点。 习近平心系人民群众的伟大志向与他

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他在革命家庭中长大,家风

良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年轻的习近平心中

扎下了根。 习近平在青年时期插队下乡的过程中,
与当地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在各地任职期间,
真正走到老百姓中间,了解人民的切身需求,为人民

群众排忧解难,把实现广大人民的幸福和利益确立

为自己的志向并为之奋斗。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

久,习近平就带领领导干部来到国家博物馆,重温了

革命先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辉煌而不懈斗争的“复
兴之路”,并提出要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新

时期,我国发展有了全新的方向和目标,无论是国际

形势还是国内形势均发生了不同层次的变化,社会

每项事业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始终牢记初心,
肩负使命,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出发,高屋建瓴,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形成了适

应当今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

二　 现实性依据和基本立足点

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转化,
但我国基本国情没有变,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也是我国发展的最大实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以此作为其形成的现实性依据

和基本立足点的。



(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现实性依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大会上,习近

平作出重要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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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在

出席国家重要会议时,强调全党必须牢牢立足于我

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 从这些重

要讲话中,我们能够认识到,目前我国发展最大的实

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也是党根据当

下发展状况实施发展策略,推进伟大事业的基本

遵循。
(二)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基本立足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

生变化,这是党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认真分析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结出来的。 这一判断为我国社会

主义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

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前提

下,人民的需要也由物质层面提高到了精神层面,在
文化、教育、医疗、社会公平、法治等方面提出更高要

求。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了不错

的成就,社会生产能力相比过去也有很大提高,但目

前也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产业发展不均衡、区域

发展不协调、部分行业发展不成熟,创新水平低等问

题,这些问题是当前制约人民更好更快实现美好生

活需要的障碍。 习近平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的变化,以此作为主要立足点,并结合当前我国发展

实际,制定出发展新策略,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　 主题和逻辑中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

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

根本成就。” [1]16 并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逻

辑中心,使党的所有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价值指向

都围绕这一中心进行。
(一)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产生新课题。 新时代的最新课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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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进行理论和实践

的双重探索,致力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逐
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党

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着中国道路、中国

理论、中国制度共同的本质规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关系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命运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事业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中

国的特殊国情进行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动体现。 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围
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不断推进党和国家事

业全局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全新的高

度。 因而,新时代的主题,毫无疑问也应当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坚持以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

丰富和发展,才能保持其持久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才能成功。
(二)逻辑中心是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

的逻辑中心是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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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

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坚持人民立场是党的政治立场。 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深入把握唯物史观,将人民群众比作历史

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始终将“一切为了人民”作为价

值依归,他曾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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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戮力奋

进,把握发展局势,解决时代难题,谱写了我国发展

的新篇章,形成了适合当今时代发展所需的有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 之后,党的十九大报

告也从人民主体地位出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始终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
度,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引领民

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思想体系

关键时期有关键担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

央不忘初心,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谋划发展大局,不
断开拓进取,牢牢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围
绕新时代主题主线,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逻辑中

心,最终构建起更为完备的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科学体系。 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它是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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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做出的一项长期

的、总体的规划和部署的体系,包括战略目标和任

务、战略部署和布局、战略支撑等基本内容。 以下是

对这一战略思想体系展开的具体分析。
(一)总目标和总任务

党的十九大明确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总任务。 实现中国梦是十四亿中华儿女共同

的期盼,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我们党制定了“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 目前,经过全党全国各民族的共

同努力,我们已经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大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制定了“两步

走”的战略部署: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

决定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强调,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不懈努力。
(二)战略总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战略问题作

为根本性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党的十九大绘就国

家战略蓝图,明确指出了我国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战

略布局。 总体布局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五位一体总布局,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伟大

事业的过程中,不断实践创新形成的经验总结;战略

布局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总布局的确立,为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建设路径和行为指

南,也指明了实现中国梦的现实路径。 当前我国发

展环境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在当前和今后很长

一段时期内,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
遇和挑战都凸显出不稳定不确定的特征,我们要坚

持立足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树立底线思

维,于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把握好机遇,
趋利避害,不断发展。

(三)基本方略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释的基本方略,来自我国

改革开放 40 多年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它从行动纲

领层面揭示并且回答了新时代所面临的课题,是对

实现新时代战略总目标和总任务,总体布局的具体

政策导向和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总称。
深刻领悟“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对于推进新

时代伟大事业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对于“十四个坚

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把握,首先是“坚持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这三个坚持是“总方略”。 它们从

整体的角度出发,旗帜鲜明地要求我们在各个领域

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都必须坚持党是最高政治领

导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必须始

终围绕人民来进行,践行党的宗旨,走好群众路线,
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享有;坚持不懈推进改革,着力

解决发展难题,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建设伟大新

成就。
第二个层面是“具体方略”的内容,包括“坚持

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它的提

出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增
强群众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感,调动其积极性,依靠

人民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为实现良政善治筑牢坚实保障;“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中国精神和力量,抓好意识

形态领域建设,为实现美好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惠民政策,
推进惠民工程,满足民之所向,民之所望;“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遵循生态安全原则,实施生态安

全保护政策,实现绿色发展,加强国际间环境问题交

流合作,展现大国担当。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为推进

新时代伟大事业提供安全保障。 “坚持党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国家强,军就必须强,牢牢坚持党

指挥枪原则,努力推动我国强国强军事业发展。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深化两岸

友好合作关系,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坚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各国间友好交流合

作,把握好国内国际局势,扩大各国互利合作的友好

局面。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正风反腐建设,
坚定党员自我革新的勇气,保证党内风清气正。

(四)战略重点体系

1.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新的阶段和条件下,我国发展已经有了新的

历史方位,我国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暴露

出一些不足,总的来说,已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因此目前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就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完成这个目标,有四个重

点。 第一,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 第二,当
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供给质量、结构与不断

升级的社会需求之间不平衡,因此,在推进我国经济

发展的进程中必须贯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

线,同时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方面的变革。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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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本、是纲,必须着力引导资源、金融、科技

等要素向实体经济倾斜,构成相互支撑的产业体系。
第四,把握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2. 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彰显着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

年的伟大实践,我国社会民主政治有了很大的发展,
民主道路也更加宽广。 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不断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确保人民享有更

广泛、更真实的权利和自由,积极推动人民当家做主

制度体系深深扎根于人民当中,保证人民赋予的权

力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为人民办事,营造出一种生动

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3.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国家富强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强

盛,因此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文化建

设,把我国从文化大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建设文化强国,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文化体系。

第一,核心价值观引领体系。 运用日常化、具体化的

方式方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民内心,共
筑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引导人们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道路。 第二,思想道德建设新体系。 巩固

全社会思想道德基础,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培育

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第三,社会主义文艺创

作体系。 鼓励文艺创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视为自己的追求,将所感所知

艺术化,创作出契合新时代的精品力作。 第四,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体系。 扩大文化要素市场,健
全文化产业和市场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为
广大人民提供更加丰富、实惠的文化产品。

4.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了创新,
增加了“共治”这一项,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完

整格局,这意味着我国在治理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
第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
建设政府、社会、居民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格局。 第

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形成互相支撑,稳定有序的社

会治理格局。 第三,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建设。 完善重大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化解社会矛盾

的灵活性、有效性。 第四,加快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 在全社会培育积极健康的心态,为社会发展稳

定奠定坚实基础。 第五,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性发展,发挥党的领导核心

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为基层

人民提供更加切实有效的服务。
5. 加快生态文明体系改革

生态问题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 进入新时

代以来,人们不仅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有更高要

求,而且更加渴望拥有一个美丽的生态环境。 实现

绿色发展,必须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我国环境承载

力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着
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快大气、水、土地污染治理

工作,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坚持标本兼治,源头防治,
加强同世界各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
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守好生态红线,提升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努力实现生态平衡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
(五)战略保障体系

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体系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

会间的联系日益密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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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分析国际国内局势的基础

上,以全人类的历史命运为出发点,呼吁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促进各国友好交流,互惠合作,并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张。 2018 年,中国提出了

“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这是中国致力于加强国际

合作,实现战略转变的重要一步,同时彰显了风雨同

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构建友好国际关系贡献了

伟大力量。
2.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新体系

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

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制胜法宝,也是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应对世情党情国情的迫切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中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尽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因此必须进一步强

化从严治党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要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

设的统领地位,确保党的最高领导地位。 要严格遵

守党内纪律,尊崇党章,全体党员要严肃党风党纪,
深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并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

去。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按照政治标准为

党和国家选贤举能。 严守党内纪律,推动作风建设,
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推动正风反腐建设,坚
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起抓,构建一个“不敢腐,
不想腐,不能腐”的有机整体,早日迎来海晏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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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乾坤。 要增强党执政和带领群众夺取各项事业

胜利的本领,有效应对和解决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3. 构筑现代国防和军事力量体系

“强大的军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

保障。” [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的实现,必须

把强军作为提升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举措。 随着包括

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国家自认为

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便开

始采取一些不合理措施阻遏新兴国家的发展。 可

见,强国必须强军,大国领跑世界必须要有强大的军

事力量作支撑。 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极为复

杂,国家安全问题呈综合性、多变性、不可预见性等

特点,在这样的形势下,实现强军目标是化解复杂矛

盾,应对国际国内严峻挑战的必然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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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内涵丰富,内容全面,论述系统,思想深刻,逻辑缜

密,宏观战略完整,具体部署周到,政策方略科学,形
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

理论体系。 本文只是概括地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体系架构,未能对其进

行具体详细的考察。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体系和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我们

要不断地学习、领悟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

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

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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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O Li-hua,CAO Rui-hua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e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the new era, led the whole par-
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carried ou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ummarize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finally
formed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is scientific system has a strict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structure. It mainly includes: the essential motivation and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ar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mis-
sion of the Communists;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basic foothold a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major social contra-
dictions; the theme is to uphold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ogical center is the people-centered. The ideo-
logical system of the new era development strategy includes strategic goals and tasks, strategic steps and layout, and strategic guarantee
systems etc.

Key words:　 Xi Jinping 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cientific system;　 latest achieve-
ment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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