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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hina’s reform has entered a stage of tackling tough problems, and its opening up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a major change that has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which has increased the risks in China’s ideological field and 
threatened political secur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ombative valu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build a strong line of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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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开放继续扩大，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加剧，威胁政治安全。
因此，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斗争性价值观培育，筑牢思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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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也是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加

剧的时代。论文从维护政治安全角度出发，提出新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要加强斗争性价值观培育。

2 新时代中国政治安全需求全面提升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历史成就上，

克服艰难险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即将迎来小康社会的全

面建成。为了新时代的使命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提供了完整

的制度依据和框架。

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继续改革开放，

向更高目标进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为了完成更高的目标

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系统和改革开放的整体环境

都必须要有更高的稳定性，才可以保证发展进步行动有战略

持续性和强大执行力。也就是说，新时代需要更高标准、更

多层次的国家安全作保障。然而，在新时代国情世情的新变

化带来的风险挑战下，“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

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

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1]，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得

复杂严峻。

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改革继续

深化。方方面面去腐生肌、焕然一新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

利益阶层多元分化、功利主义抬头的倾向，社会舆论、心理

心态也变得复杂和敏感。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开放继续扩大。

开放带来进步和日新月异的同时，社会系统的流动性增加导

致不稳定因素增多，不同思想交织造成的思维激荡不可避免。

再一方面，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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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京参会的全体使节发表讲话时提出：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处

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不

确定因素的考验和旧有秩序、敌对势力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

“围追堵截”。从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可以看出，

中国在应对疫情本身带来的挑战同时，还面临西方敌对意识

形态对中国的抹黑歪曲。

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底线思维，要把直接关系

到中国长治久安的安全摆在首要地位，“其中重中之重还是

在于巩固政治安全，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中国模

式的制度优势。”[2]

3 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威胁中国政治安全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潜在的巨大风险，如果

不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化解风险，长此以往，意识形态风险会

严重威胁政治安全，使中国陷入“塔西佗陷阱”。一方面，

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不同、信仰缺失和动摇现

象增多。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谈不上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接续奋斗，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如果不

从根本上重视和培育青年群体的思想状态，国家政治安全将

难以保证。

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不同声音”不绝于耳，社会舆

论环境纯净度下降，群众心态浮躁，易受不同思想影响，中

国社会的思想领域面临着新矛盾。

最后，西方历来有通过“颜色革命”对意识形态不同的

国家进行渗透和分化，在思想上造成混乱，从而消解其政权

的做法。从新中国诞生，中国意识形态一直受西方渗透和分

化，在热点和敏感问题上更是容易受到抨击。特别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4 维护政治安全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

香港“修例”风波以来的反中乱港暴力事件，最可以明

显看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对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的必要性和重要战略意义。在这次暴乱者中，

20 多岁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有很多还是学生，他们视自己

为“战士”，将警察对秩序的维护视作“暴力专制”，仇视

中国大陆。在这些令常人所不解的行为意识背后是西方意识

形态占领香港校园教育的结果，学生使用的教材立场存在问

题，在这样教材的熏陶下、在拥有同样歪曲政治立场的教师

教导下，新一代年轻香港人没有家国情怀，更谈不上热爱祖国。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这次香港事件更是提醒我们，务必

重视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具有鲜明无产阶级政治性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

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3] 是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新时代教育总目标，通过思想教育进行政治武装是无

产阶级的成功经验和优秀传统。新时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事

业也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

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

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4]2019 年 3 月 18 日，习

近平主持召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深刻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对维护政治安全的战略意义，将

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定位到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角

度。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工程，维护政

治安全成为新时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

5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培育斗争性价值观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更

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为统领伟大工程、建设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营造稳定安全的环境。“无产阶级不赢得阶级意识

的斗争，就谈不上其他一切斗争。”[5] 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

态领域给中国政治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必须迎难而上，

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思想

上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做足保障，“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紧张

专注、精准发力，实现快速发展。”[6] 尤其是要创新和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斗争作用——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的斗争性价值观培育。

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上，具有思想整合、关系协调、

社会控制等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斗争性价值观旨在做足“自

身功夫”，针对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政治风险意识不足、政

治安全意识不强的问题，提升个人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抵

抗力”，以个人为单位筑牢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政

治安全的堡垒。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与斗争中发展的，就是通过批

判性与斗争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武装群众。“在文化与价值观

多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从理论灌输转向价值观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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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7]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受教育者接受阶级意识

教育、意识形态斗争教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教育和总体国

家安全观教育，斗争性价值观得到培育。新时代思想政治教

育的斗争性价值观，向受教育者彻底披露西方以分化中国为

目的的意识形态，树立对歪曲和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渗透行

为的防范意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斗争性价值观，让受

教育者明确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长期性和风险性，树立在大

是大非面前、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界等领

域出现困难和挑战面前，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团结一致的

斗争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斗争性价值观是新时代统一思想、

坚定伟大斗争意志、准确斗争方向的生力源。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缺少一种力量，一种团结人群，

稳定社会，抵御干扰，推动发展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主

要由社会主导价值观承载，它是社会水泥和思想旗帜。”[8]

斗争性价值观是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内的，针对的

是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和维护政治安全的战略目标，

培育斗争性价值观的前提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斗争

性价值观是包含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意蕴之下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的是让受教育者成为有理性、会思考

的中国人，成为拥有平和向上心态的社会成员，斗争性价值

观同这一目标具有一致性，强调斗争不能脱离理性。

新时代维护政治安全，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斗争性价

值观培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焕发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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