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习 近平 系 列重要讲话学术论坛 （
２０ １ ６

）

”

综述

夏一璞

为 了深入理解和贯彻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提 出 的
“

创新 、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享
”

五大发展

理念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由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 、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 浙江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 浙江省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主办 ，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 、

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 中心承办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编辑部协办的
“

习 近平系列重要

讲话学术论坛 （
２０ １ ６

）

”

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 。 论坛主题为
“

五大发展理念与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 党委书记邓纯东发表书面致辞 ，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陆发桃与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 、 副主席陈先春 出席会议并致辞 。 来 自 国 内各高校 、

研究机构的 ９０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展开交流 。

一

、 深入学 习 斫 走 习 此 平 系 列 重要讲话 精 神 ， 蝥 柒 哲 学社会科 学 事 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当代 中 国发展实际和 当今世界发展大势 ， 围绕坚持和

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 国梦 ， 围绕推进经济建设 、 政治建设 、 文化建

设 、 社会建设 、 生态文明建设 ， 围绕从严管党治党 、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 提 出 了许多富

有创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

邓纯东指 出 ，
习 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深刻 回答 了新的历史条件下 ， 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面临 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 是我们实现
“

两个一百年
”

奋斗 目标和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中 国梦的科学理

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 深人学习贯彻习 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

就 、 开创新局面的根本思想保证 ， 也是我们举办这次论坛的主 旨与 目 的 。

陆发桃在致辞中指 出 ， 习 近平系列重要讲话 内涵丰富 、 思想深邃 、 博大精深 ， 是坚持和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 ５ 月 １ ７ 日
，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 了重要讲话 ， 他强调指 出 ，
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 ， 结合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 加

快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 这是新形势下繁荣发展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 ， 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工作指明 了方 向 、 明确 了任务 。

陈先春表示 ， 深人学习贯彻习 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 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思想动力 、 学理

支撑 、 科学方法 ，
不断破解改革发展的新课题 ； 需要有理想有抱负 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

潮头 、 通古今之变化 、 发思想之先声 ， 积极为党和人 民述学立论 、 建言献策 ， 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的光荣使命 ，
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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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五大发展理念
”

是马 克思 主义发展观 的 集大成和创 軒发展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 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 ， 学习 出版社 、 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 《 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读本》 （
２０ １ ６ 年版 ） 中第八个专题集 中 阐述了

“

五大发展理念
”

， 并明确
“

五大发展理

念
”

为
“

新发展理念
”

。 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 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

结合的理论结晶 ，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 彰显了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高超智慧与能力 。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 、 政治学教研部原主任许耀桐在发言中指 出 ， 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观点之一 。

“

五大发展新理念
”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集大成和创新发展 ，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

观达到 了一个新的水平 ， 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 ， 是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 。

“

五

大发展理念
”

是今后很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 、 发展方向 、 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 是
“

十三五
”

主

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发展的主抓手 ， 是把握
“

十三五
”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脉络 ， 是新一届 中央领导

集体治国理政的主纲领 ， 是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主命题 。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继文认为 ，

“

五大发展理念
”

是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总结 、 深化和升华 ， 是指导
“

十三五
”

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全局的根本思想 ， 是党领导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

三
、 深 刻领会

“

五大发展理金
”

丰 富 占 涵 ， 矣现科 学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把握时代进步的脉搏 ， 精心洞察中 国和世界

发展的大势 ， 在全面 、 客观地分析中 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 ， 尤其是

科学研判和积极应对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条件下 ， 进一步提 出 了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 问题 ，

强调了五大发展新理念 ， 把科学发展观带人一个新的境界 。 要实现中 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 ，

必须深刻领会
“

五大发展理念
”

的科学内涵 。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玉珂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来阐述
“

五大发展理念
”

的基本内涵 。 他指出 ， 创新是发展的第
一动力 ， 内在于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之中 ； 协调是持续健

康发展的 内在要求 ， 只有社会的各子系统及诸要素之间协调有序地运转 ， 社会才能保持正常运行 ；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 由之路 ， 是生

产社会化发展的规律性体现 ； 共享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体现了发展成果分配的关系 。

中共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 、 中 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金海分析了创新的基本原理 、

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他强调 ， 创新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 ， 而是要实现
“

新
”“

科学
”

与
“

有效
”

的三者统一 。 创新要以人为本 ， 从实际出发 ， 既要有民族眼光 ，
也要有世界标准。

四
、 命 觉戏行

“

五大发展理念
”

， 夺取全 面走成小表社会 的 决成胜利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
“

五大发展理念
”

彰显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 目标导向 ， 集中反映了

我们党关于发展动力 、 发展结构 、 发展条件 、 发展战略和发展 目 的等各要素及其内在逻辑的新认识 ，

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 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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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华正学提出 ，

“

五大发展理念
”

是政府创新形象的务实选择 。

他系统阐述了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新政府形象的现实逻辑 、 理论逻辑 、 历史逻辑和思维逻

辑 ， 进而论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 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不仅对创新政府形象有着科学明确 的

要求 ， 而且在实践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 扎扎实实地推进政府形象创新的建设工作 。 其创新政府

形象的路径选择在基本理念 、 总体思路和基本方法上 ， 与
“

五大发展理念
”

高度契合 。

辛向 阳将关注点放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上 ， 他提出 了三大方面的要求 ： 首先 ，

要沿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自身逻辑前行 。 这就需要经济保持
“

双中高
”

的服务社会 ， 创新驱动发

展成效显著的创新型国家 ， 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的两型社会 ，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的健康

社会 ， 国 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文明社会 ，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美丽国家 ， 各方面

制度更加成熟 、 更加定型的魅力社会 。 其次 ， 要沿着
“

两个一百年
”

的奋斗 目标前进 ， 要建设开放

型经济强国 ， 建成世界
一流的制造强国 、 质量强 国 ， 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强 国和知识产权强 国 ， 建

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建成海洋强国 ， 建设体育强国 。 第三 ， 要继续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行 ， 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前行 ， 沿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趋势前行 。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利生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信息文明 的论述为切入点 ， 将信

息生产力视为创新动力的重要一环 ， 认为社会主义中 国具有建设信息社会 、 解放和发展信息生产力

的独特的制度优势 、 规模优势和文化优势 。

“

五大发展理念
”

与互联网时代的
“

创新 、 开放 、 共享 、

合作 、 协同
”

的
“

互联网精神
”

内涵髙度契合 ， 既标志着 中 国对信息时代 、 信息生产力 的认识到达

了新的战略高度 ， 又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 觉 ， 可 以成为引领未来信息生产力发

展的重要力量 。

五 、
以

“

五大发 ＞
１１理合

”

为先导 ，
创 軒地 方发展 卖戏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

“

五大发展理念
”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中 国发展

道路长期探索的理论和经验结晶 ， 同时也凝聚着大量地方创新发展的实践经验 ， 并对地方实践进行

了科学指导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何显明认为 ，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 围绕
“

八八战略
”

的一系列重

要探索 ， 为形成
“

五大发展理念
”

提供了最直接 、 最丰富的实践经验支撑和理论思考准备 。 他针对

浙江
“

先成长先烦恼
”

的现实挑战 ， 基于
“

为全国贡献浙江的探索和经验
”

的责任担当 ， 就推动浙

江新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前瞻性探索 ， 凝聚形成了一整套与
“

五大发展理念
”

息息相通的新的发展理

念 、 发展思路 。

中共浦江县委常委 、 宣传部长郑月琴以浦江县践行
“

五大发展理念
”

前后的社会巨变为例 ， 从

现实的角度论证了
“

五大发展理念
”

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重大指导作用 。

（ 作者单位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 马 克 思 主义研 究 院 ）

（ 编辑 ： 谭 晓 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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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学术论坛 （
２ ０ １ ６

）

主 办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 马 克 思主 义研 究 院 中共浙江省委 党校

浙江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浙江省 中 国特 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 系 研 究 中 心

承办 ： 中共浙江省委 党校政治 學教研部 浙江省科 学 发展观与 浙江发展研 究 中 心

浙江
？ 杭 州２ ０ １ ６年 ５ 月 ２ ０ 日

ｍ ｉ

主席 台

？〇〇０
中 共浙 江省 委 党校浙江省 社会科 学 界联合会 中 共浙江省 委 党校 副校 长 ｒ 中 国 社科 院 马 研 院 发展部

常 务副校 长 陆 发桃党 组成 员 、 副主 席 陈 先春 教授 徐明 华主任、 研 究 员 辛 向 阳

■■■画
中共 中 央 编译局 原 秘 书 长 、 国 家行政 学 院科研部原 主任 、 中共浙江省 委 党校副校 长 、辽 宁 师 大 马 克思主 义 学 院

研 究 员 杨金海一级教授 许耀桐研 究 员 何显 明院 长 、 教授 李玉珂

Ｂ９ＱＢＲＳＳＥＳＢ
江 西 师 大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中 共浙江省 委 党校 马研 院山 东 师 大 马 克思主 义 学 院浙江财 大 马 克 思 主 义学 院

院 长 、 教授 周 利 生院 长 、 教授 胡承槐院 长 、 教授 高 继 文院 长 、 教授 华正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