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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讨和宣传，2018 年 6 月 8—10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与重大意义高峰论坛”在湖南长沙召开。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蔡振红出席

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

记、院长刘建武分别致辞并作主题报告。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 50 多

家单位的 170 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邓纯东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的问题，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是

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深刻洞见其武装全党、统帅全民、总揽全局的价值，领会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

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努力克服学习表面化、低水平重复的不良现象。

刘建武从本质内涵、核心主线、现实基础、最终目标四个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层次。他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系统回答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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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体系; 是

紧紧围绕新时代如何“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科学体系，是在新时代继续推进

“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的科学体系，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目标而奋斗的科学体系。

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华正学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体系沿着实践与理论、历史与思维的四大逻辑循序展开，具体呈现为文化、理论、道路和

制度四种形态，这四种形态协同统一。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钱和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科学

的理论体系，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二是以研究和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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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理论主题，三是围绕理论主题阐发的一系列重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陈建波从习近平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与实践的相同特点

出发，指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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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若干重要问题

1． 关于科学体系核心要义的探讨

邓纯东认为，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突出其整体性和全面性，

深刻把握“8 个明确”和“14 个坚持”在这一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又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

践逻辑中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体系性和连贯性。刘建武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党委书记张巨成认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和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精髓贯穿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2． 关于科学体系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罗文东认为，习近平人民主体观揭示了

人民群众与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解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

点和落脚点的主要动力、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中具有重要地位。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中源则着重阐释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 “以

人民为中心”两大发展理念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的基础性和手段

性，“以人民为中心”侧重发展的目的性和取向性，两者相互衔接、相得益彰，既揭示了发展自身

的内在规律性，也反映出党认识和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求是》杂志社

政治编辑部原主任常光民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学习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要论述的心

得体会: 一是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二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三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四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华中师范大

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牟成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进行了重要探索，在理论创新和实践

创新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推向了新高度。

3． 关于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主任刘志明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以及社会形态更替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冯颜利认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也就是习近平关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系统的哲学回答，必将推

动一系列的概念创新、范式创新来凝练时代精神。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显中从马克思

主义的实践本质、与时俱进特质、方法论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个维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的观点。
4． 关于科学体系特征的探讨

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汤建军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归纳为四个突出特征:

一是坚持科学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二是坚持基层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统

一，四是坚持人民性与党性的统一。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友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充分彰显了党领导一切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融合、发展方向与战略安排的

有机统一、目标任务与方法举措的整体协调、使命自觉与责任担当的高度一致等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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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探讨

邓纯东指出，当前很多宣传性文章将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表现都锁定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

分上，这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的思想。虽然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但还表现在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清认为，党的十九大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认识和新把握，是对其内涵的丰富和

发展。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波从历史逻辑、理论维度和价值意蕴三个层次对新时代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转化进行了解读。
6． 关于科学体系其他重要问题的探讨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水群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探讨了民族关系问题，用群际

接触理论揭示了通过加强民族交往交流达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繁荣的民族交融目标。

武汉音乐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胡艺华从文艺地位论、文艺作品论、文艺本质论、

文艺灵魂论、文艺人才论、文艺领导论六个方面阐释了习近平对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须宽从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角度出发，提出廓清意识形态认知的非

科学化、价值伪装、形态趋同化等多种误区和陷阱。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蔡振红从三个方面指出，要着力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

深入: 一要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鲜明正确学术导向上求深入; 二要在引领社会思潮、壮大主流价

值上求深入; 三要在指导实践、推动发展上求深入。

刘建武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把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推向了新时代，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转折和科学社

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振兴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

限光明的前景。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家庆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以

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的重要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张国祚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

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任洁认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回应时代问题、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点、科学把

握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英指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为全党全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

( 作者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编辑: 刘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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