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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spirit	of	the	Times.	We	not	only	need	to	grasp	the	historical	status,	
basic	content,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thought,	but	also	be	familiar	with	its	theoretical	origin,	and	more	importantly,	
promo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from	
four	stages: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accumulat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summary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update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we	must	implement	scientific	
thinking	in	all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dhere	to	the	“six	musts”,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open	up	a	new	realm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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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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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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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我
们不仅要掌握科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基本内容、实践要求，还有熟知其理论渊源，更要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论文
重点从历史文化的传承、个人经验的积累、“十八大”后的总结、“十九大”后的更新四个方面阐述科学思想的理论发
展。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把科学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坚持“六个必须”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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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除了要把握科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基本内容、实践要求外，

也要熟知科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1]，更要促进理论创新，不断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新实践。

2 理论渊源

2.1 历史文化的传承

2.1.1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

下简称“党的二十大”）的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

的具体含义和实践要求，尤其第二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说明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源头：一个是马克思主义，

另一个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 45 岁在清华

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足以证明他

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人和传播发展者，在长期社会实践

中，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多次

引经据典指导现实工作，也足以证明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忠实传承人和发扬光大者。可见这一科学思想既是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谱系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中华文

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2.1.2 红色革命血脉的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出生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他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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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习仲勋和母亲齐心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一生都在追

随共产党、追求真理。总书记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受到

红色革命传统的教育，红色革命血脉早就根植在他的心灵深

处。在成长过程中，尽管他先后写了 8 份入团申请书才入团，

写了 10 份入党申请书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从未对党产

生过怀疑和动摇，也从未改变过自己的信念信仰。正是这种

红色血脉根深蒂固，成为他与生俱来的信念本源和信仰根

基，红色革命精神才在科学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

2.1.3 党的思想理论的传承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它是一个敢于进行理论

创新和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百年光辉历程中，我

党先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 [3]，指导解决不同时期的具

体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发展的集大成者，是对我党百年光

辉历程中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传

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次新的历史

飞跃。

2.2 个人经验的积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实

践中总结的经验和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个人对这一科学

思想的创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这得益

于总书记深邃的政治智慧和独特的理论创造，而这与他在

党、政、军各个领域的从政经历，东西南北中各个地区的实

践以及在村、县、市、省、直辖市、中央 6 个不同层级重要

岗位上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分不开的。

2.2.1 村——梁家河村（1969—1975 年）：思想的 
“沃土”

实践出真知，基层是沃土。在梁家河村，习近平总书

记经受住了艰苦环境的考验，经历了艰苦岁月的洗礼，成为

在那插队时间最长的一个知青，得到了群众的信任；通过苦

干磨炼了个人意志品质，练就了坚韧不拔、志存高远的品格

特征；通过苦读增长了知识才干，丰富了精神世界，铸就了

满腹经纶的领袖气质；通过与人民相处，明白了什么叫实际、

实事求是，也明白了什么叫群众，并立下了“为群众做实事”

的誓言；通过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敢想敢干，成就了

一个个创举，感受到了什么叫“天下无难事”，增添了毅然

决然的无穷底气和历史担当。在总书记人生的第一站——梁

家河村，我们看到了大党大国领袖的心路历程，感悟到了科

学思想在这片沃土中得到了酝酿，7 年梁家河村的实践是这

一科学思想的厚重底色和历史起点。

2.2.2 县——河北正定（1982—1985 年）：思想的 
“试验田”

正定县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政起步的地方，是科学思想

得以试行的最初“试验田”。在正定，总书记开始全面执掌

一方，在此施展政治才华、展现历史担当，他敢为人先，提

出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经济等新观点，实施了许多新举措，

把念好“人才经”作为重要抓手推进改革，并亲自撰写了

100 多封求贤信，礼贤下士，爱才敬才聚才用才，促进了正

定县的快速发展，在这三年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成功验

证了自己酝酿出来的一系列想法。可见，正定县为科学思想

最初的试行提供了平台和施展空间。

2.2.3 市——厦门宁德福州（1985—1993 年）：思想的 
“种子”

习近平总书记南下福建分别主政厦门市、宁德市、福

州市，在主政三个市期间，他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全面历

练和提升。例如，在厦门，他亲自奔走在田间山头、街头巷

尾，亲历了厦门市的管理和发展；在宁德，他铁腕反腐，下

定决心抓“关键少数”；在福州，他秉持为民服务的理念，

雷厉风行推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所以可

以说在这里所积累的经验成为科学思想的种子，后来的各种

思想理论都是这棵种子的开花结果。

2.2.4 省——福建、浙江（1993—2007 年）：思想的 
“萌生期”

1993 年，习近平总书记任福建省委常委，先后任省委

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等职。期间，总书记率先提出建设“生

态省”的战略构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福建成为当时

水、空气、生态环境全国唯一全优的省份，因此被老百姓誉

为“百姓省长”，充分体现了总书记的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

在这得到了全面历练和展示。2002 年主政浙江，为调整产

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他提出了“两只鸟论”的经济

发展思想：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同时还总

结实施了著名的“八八战略”，浙江因此踏上了发展的快车

道，成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排头兵”，主政浙

江期间，总书记的经济思想和执政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可

见，在全面主政福建和浙江两个强省的 14 年时间是科学思

想萌发、生成的重要阶段。

2.2.5 直辖市——上海市（2007 年）：思想的“开 |
花期”

2007 年，虽然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上海的时间只有 7 个

月，但总书记考察了全市所有区县，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上海

发展的政策措施，并为上海市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也赋

予了上海市发展的更高要求，指出：“上海不仅是改革开放

的排头兵，更是要为全国改革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在上

海短暂时间的主政实践，为后来思想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经济思想以及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都提供了

参考和依据，科学思想在这里也得到了长足的成长，短暂的

花季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2.2.6 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2007—2012 年）：

“结果期”
2007 年，习近平总书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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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他兢兢业业、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地

推进党的工作，各方面的工作得到全面有序地铺开，使科学

发展观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发

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促进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也向全世

界展示了最美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这四年期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

2.3 “十八大”后的总结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

十八大”）自召开以来，中国面临国内外两个复杂的大局，

面临的风险挑战可谓前所未有，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

央核心、全党核心，他勇挑重担，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谋划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揽“四个伟大”实践，将“四

个伟大”实践协调统一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推动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自党的十八

大以来，无论是治党治国治军还是对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做成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世界各国都在惊呼

“风景这边独好”，“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中国方案”

等响彻全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五年

得到了全面的升华、完善、发展和总结，并于“十九大”正

式被命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且确

立为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科

学回答了我们所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以

及如何做的时代命题。

2.4 “十九大”后的更新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从“十九大”到“二十大”中几

次重大的会议都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一直在不断更新、完善。2018 年 1 月 18 日，十九届二

中全会召开，提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

入宪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促进了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更进一步完善。2018 年 2 月 26 日，十九届

三中全会召开，加快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丰富了现代化

建设理论。2019 年 10 月 28 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紧

接着习近平总书记把会议相关精神整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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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载于《求是》杂志 [4]，再次更新了科学思想的内容。2020

年 10 月 26 日，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提出了“三新一高”

的新概念（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

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2021 年 11 月 8 日，

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对科学思想进行了新的概括和阐

述，在“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十个明确”“十四

个坚持”以及“十三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提出了“两个

确立”新的论断并阐述其决定性意义。

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两个结合”的要求，精辟

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

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

须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创新发展。

3 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的二十大号召全党继续推进实

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要求坚持“六个必须”，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一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要求既要站稳人民立场，也要把握人民愿望，既要尊重人民

创造，也要集中人民智慧推进理论创新 [5]，来指导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二是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要从具体实际情况出

发，坚持自信自立这个贯穿于我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点来解决

面临的具体问题。三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既要守正，防止

迷失方向、犯颠覆性错误，也要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把握

时代，引领时代。四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要增强问题意识，

聚焦现实问题，找到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五是必须

坚持系统观念。要放眼全国，融入世界，要用普遍联系的、

全面、系统、客观、变化、发展的观点来观察事物、谋求发展。

六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也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所

以，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和平发展的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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