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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体系上学深悟透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颜晓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内
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中
宣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以下简称《纲要》），对
这一重要思想作了全面系统阐述，充分反映了这一
重要思想的最新发展。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主题教育
“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研读《纲要》，有助于从科学
体系上深入理解、整体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做到举一纲而万目张。

在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
形成完善科学体系

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
良性互动中不断向前推进的，体现为理论逻辑、历
史逻辑、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我们党的创新理论
来自于实践、植根于历史，在指导实践的发展过程
中、在创造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呈现出理论的逻辑，
展现为科学的体系。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的是要深刻认
识新时代伟大变革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新时
代中国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
新。新时代社会变革的每一步重大进展，都在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中凝练为思想的结晶；新时代实践
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有着重要位置。《纲
要》既是新时代10年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一
面镜子，也蕴含着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图
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一系列
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接续提出
中，逐步形成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既有对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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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回答，又有根据新的实践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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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等各方面作出
的新的理论概括和战略引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发展进程中，思想成果越来越
丰富，呈现出由深深的树根、茁壮的树干、繁盛的树
枝、茂密的树叶组成的科学体系有机整体。新时代
党的理论创新重要成果，在《纲要》中都得到了充分

展现。
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没有止境，科学体系也不

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进程中更加丰富完善。
《纲要》在2019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充分反映这
一重要思想的最新成果，在章节设计上体现了党的
理论创新近几年的重要成就。比如，概括提出并深
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
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纲
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刻阐述，用较大篇幅阐释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的一系列重大关系等，
显示出科学体系的开放性和拓展性。

把全面学习主要内容和整体把握科
学体系统一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十个明
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
想的主要内容。既要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这些主
要内容，又要整体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做到
融会贯通。”这就要求我们把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
统一起来理解把握，在掌握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把握
科学体系，在把握科学体系的层面上掌握主要内
容。

“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
包括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对各领域提出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具体要
求。这些主要内容，内在贯通、紧密联系，本身就具
有整体性、体系性。对这些主要内容，都要放在整
个科学体系中来认识和把握，避免碎片化、片面性，
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纲要》在呈现新时代党
的创新理论主要内容时，根据这些主要内容的内在
逻辑，将其统一纳入体现科学体系的各个章节之
中，使之构成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系统性思想。
这些主要内容，在全书中融为一体。比如，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关于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既体
现“十个明确”的第一个明确，也体现“十四个坚持”
的第一个坚持，还是对“十三个方面成就”第一个方
面成就的概括。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是在围绕回答重大问题中
发展起来并构成科学体系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

要求，结合新的实际，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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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正是在从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
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纲要》的
各章节，既有对各个重大时代课题的集中回答，又
有从不同领域和方面对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解
读。比如，从第九章到第十三章，就是从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分别具体回答重
大时代课题的，使得这一科学体系的各个部分都贯
穿着对重大时代课题的系统回答。

“学习纲要”这一名称和定位，表明其是对科学
体系的重要认识成果，力图描述体系之纲、体系之
要。《纲要》分为导论、十九章主体内容和结语三个
部分。导论从总体上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
想，结语对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
断引向深入提出重要要求，十九章内容则反映了这
一重要思想的基本框架。第一章至第四章阐述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
根本方向、目标任务、根本立场，明确了科学体系的
核心内容；第五章至第八章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根本动力、法治
保障、政治保证，明确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科学
体系中的支柱地位；第九章至第十三章阐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了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领域；第
十四章至第十八章阐述了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
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国外交、新的伟大斗
争，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保障；第十九章阐述了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
观点方法，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哲学基础。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解科学
体系的“总钥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地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
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
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三

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
主。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
体学习时指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
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理解把握这一重要思
想科学体系的“总钥匙”，就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方法论和立场观点方法之中，坚持党的思想
路线，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发展的“六个
必须坚持”。只有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
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
观点方法，才能更好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
义。

《纲要》设专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六个必须坚持”作
出全面深入解读。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人民性是马
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自信自立，强调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坚持守正创新，强调坚守真
理、坚守正道，勇于探索、开辟新境，在守正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强调善于发现问
题、正视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工作导向，不断提出真
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坚持系统观
念，强调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
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前瞻
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坚持胸怀天下，
强调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
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解
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六个必须坚持”贯穿于科学体系的全部内容之
中，是理解和把握科学体系的“总钥匙”。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
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的飞跃。深刻领悟这一重要思想历史地位和理论
贡献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充分认识“六个必须
坚持”对于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
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对于实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引领性基础性作用。

（转自《人民日报》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