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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专题·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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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从哲学高度认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映现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功能。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要深刻领悟和切实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而言，可从自

然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层面领会和把握其深刻内涵，从鲜明的阶级立场、深厚的中国底蕴、科学的创新意识、宽广

的世界情怀总结其鲜明特质，在路径探源、价值指引和方法拓新中全面厘定其实践逻辑和创新实践路径，将党的创

新理论贯穿治国理政各领域全过程，切实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奋进新征程、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内涵；特质；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24）01-0045-13

收稿日期：2023-02-24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研究”（22JZD00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专项（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研究”（23JYB047）、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共建重点项

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研究”（21BJZD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19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

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建构出具有时代

风貌和中国气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核心要点

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和中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1)，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篇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

慧。在贯彻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得以创立，这一重要思

想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

果，谱写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篇章。

贯彻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有赖于明晰其内涵、特质，把握

其实践逻辑，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

进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朝着正确方向行进

并不断取得胜利。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既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发展与创新，又是立足新时代在理论与实践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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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的丰富与发展，归根到底是中国共

产党人百余年实践的思想产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涵丰富，主

要包括践行自然本体论、共在存在论和生态生产力

的价值理念的自然观，强调全程视角、总体史观和

人民至上的大历史观，突出以矛盾为核心、以系统

观念为基石和以实事求是为根本要求的方法论。

（一）自然观：践行自然本体论、共在存在论

和生态生产力的价值理念

自然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1) 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

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升到新的理论境界，这既是对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行传承的思想结晶，又是对马

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创新的产物。

1. 环境就是民生的自然本体论

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是人类得以生存成长的基础，甚至“我们连同

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

界的”(2)。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揭示了自然界孕育

人类的事实，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以及

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确证了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

和基础作用。沿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物质本体

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

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3) 这一论断有机协调了生

态环境和民生问题。同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把对环境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相结

合以及把政治解放、环境解放和人类解放有机统一

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将环境（生态）问题提高

至民生层面，推进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

民生高度考察生态环境，最大可能保护“人的无机

的身体”，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从物质层面看，自然界为经济发展不断供给

资源。从精神层面看，“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

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④，舒适的生态环

境无疑能够充实人们的幸福感。“环境就是民生”

这一论断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物质层面和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2页。

④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精神层面对自然界的物质本体论的阐发路径，在自

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实践中，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物质本体论层面，生态环

境“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实现”⑤，民族的永续发展与良好的生态环境

基础密不可分。

2.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共在存在论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⑥ 在击碎理性存在论对

人与自然关系夯筑的神圣殿堂时，马克思借助实践

范畴开启人与自然社会存在论的革命性变革。马克

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存在论变革在社会中形成，孕

育于人向自然与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自然界从物

质和精神两大领域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源源不断地供

给活动对象，自然也因人的存在彰显本质。同时，

这种社会存在论基于认识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

体。马克思第一次将这种关系纳入存在论视域进行

审视，将自然的重要性置于比肩人的发展的高度，

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有机统

一。生命共同体作为新型的共在存在论，绝非否弃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存在论，而是对后

者的发展与创新。基于社会存在论，生命共同体

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的生态智慧，揭示了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共生

存、共命运的客观规律。生命共同体是社会存在论

面对新时代新的实践课题呈现的理论新形态，体现

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在存在论层面的人与自

然共在存在论。这一理论新形态将自然与人的生命

对等，是对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思想的承袭

和发展，突出人和自然作为有机整体的生存与发展

利益。只有人类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态度对待自然，将自然视为与人同“类”时，两

者才具有“类”的共同属性，也意味着两者在存在

意义层面实现真正的统一。

3. 生态生产力的价值理念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从

人的能动性界定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为我

而存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

能动的、历史的而非固定不变的。一方面，从自在



沈江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涵、特质与实践逻辑 ·47·

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到进一步转化为人的身体构

件和内化为人的精神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本质

力量，即人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借

助实践作用于自然，对自然进行改造。其中，包含

人与自然两者的物质变换，也是生产力的产生和发

展。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三要

素，三者与所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即离不开自然

环境。从马克思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片面发展生产力、

忽视生态环境和人的发展可知，马克思意识到自然

与生产力之间关系密切。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改变过去片面理解生产力的做法。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环境就是

生产力”(2)“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3) 等重要

论断，创造性地将绿水青山等自然环境视同生产要

素，明确为一种生产力，丰富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思

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有赖于生产力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有赖于绿水青山、

生态环境等重要生产要素的确认和保护。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自然环境与生产力的统一，突出生态环境

的生产力作用，凸显了绿色财富观的价值导向。这

种价值观是对长期以来人们片面追求经济物质利益

财富观的摒弃，代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和

原创性贡献。

（二）历史观：强调全程视角、总体史观和人

民至上

历史观是人们把握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

看法，是世界观的重要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提

出大历史观概念，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发展。大历史观是

奠基于唯物史观之上，旨在揭示以“社会形态由低

级向高级发展”为人类历史走向的社会发展规律的

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

1. 用全程视角把握历史发展进程，注重历史

分析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全程视角是从历时性维度审视过去、现在和未

来，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向外拓展、向前延伸，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1页。

(2) 习近平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 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 年版，

第516页。

(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④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⑤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在更宏大的历史长河中贯通各个历史时段，勾连各

个历史事件，厘清其连贯性与内在逻辑性。以劳动

生产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唯物史观确立了历史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是揭示和呈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方

法，也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

法”④。大历史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具体运用和发

展创新唯物史观的最新表达，可从时空跨度、整体

思维、本质逻辑三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理解。从时

空跨度看，不同于通常所言之“大”“长”“空”，大

历史观是历史形成并展现的客观的、必然的长时段、

广空间。从整体思维看，大历史观重视从古今中外

不同视角看待历史，在辩证处理阶段性和整体性、

民族性和世界性、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中，精准判析

历史的总体走向，掌握国际和国内整体之“势”。从

本质逻辑看，大历史观“大”在其对历史蕴藏的深

层次逻辑的科学揭示和创新性推进方面。质言之，

大历史观着眼历史纵横双维、融合历史进程和社会

全局，以人类共在和事物辩证共存的整体性思维审

视社会发展。以大历史的长远眼光、宏大视野考察

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倡

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贯穿历史、现实、未

来，把握中国与世界，解决中国问题、推进世界治

理的新方法、新思维，实现了唯物史观方法论层面

的新突破和方法论自觉。

2. 贯通古今中外历史思维和历史视野的总体

史观

总体史观是把历史、历史中的诸多系统、要素

视为整体，并在其依附的宏观体系和综合联系中

解析其历史坐标和历史地位。西方史学中的年鉴学

派提出“总体史”，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

真历史”⑤，几乎囊括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军

事，甚至精神心态等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年鉴

学派的“总体史”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可以

说，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总体史观，

即以实践总体作为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与“总体

史”多种因素的简单统一不同，马克思在对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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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析中揭示历史规律、诠释历史实践。习近平总书

记发展了唯物史观有关“总体史”的思想，提出新

时代的总体史观。总体史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历史智慧和辩证史观以及其他文化中历史营养

的挖掘、汲取和融合。例如，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知古鉴今、古为今用” 的辩证法思想，实现了

历史辩证法的一般原理同中国传统思想的有机结

合。“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

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

我所用”(1)，探索新时代的“中学西渐”。既找寻中

华民族“我从哪里来”，又不断解答“该向哪里去”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线索和未来走向问题。

现实中，习近平总书记借助大历史观把握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

发展史，将其视为整体，强调在宏观视野中审视微

观问题，研究微观问题时要有深入微观背后的总体

关怀，既自信自立，又胸怀天下。

3. 人民至上的历史主体论

“人民至上”是新时代大历史观的重要特征和

价值底色。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由人民群众创造，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前进动力。基于马克思

主义群众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认识到人民立

场是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先后提出“以人民为中

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等一系列重要论

断。《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更是把坚持人民

至上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人民至上本质是

人民地位至上，强调人民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

主体和创造者，不断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历史

观锚定群众史观的核心要义，真正让历史观深入现

实，还原人民群众的现实本位，以人民至上的崇高

地位确立新时代的历史主体和历史目的。人民至上

驳斥了唯心史观鼓吹的历史是由少数精英人物支配

和推动的观点，回应了西方人本主义以所谓的不变

的人性指摘历史的观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历史观

语境中，历史不是单纯的、大时段的过程描述，而

是现实的个人的意义与价值目标的追寻。人民的生

命、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力、人民的地位、人民

(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 年 3 月 1 日）》，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的标准，无一不是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化和发展。人民至上不仅

是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在新时代的生动再现，而且

是习近平总书记大历史观的价值主旨和本质属性。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时代发展轨迹，明确历史主

体，尊重历史规律作出的必然判断。

（三）方法论：突出以矛盾为核心、以系统观

念为基石、以实事求是为根本要求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一定意义而

言，人类的思想创新主要表现为思想方法的创新，

思想的发展源自思想方法的重新发现与构建。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凝练出新

时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发

展，是构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关乎指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方法、思想工

作方法和思维方式的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体系。

1. 以矛盾为核心的哲学方法论

哲学方法论的科学凝练和本质凸显是思想理论

不断走向体系化、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事物的

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

根本的法则。”(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并善于运

用矛盾分析方法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矛

盾概念贯穿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对立统

一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出，矛盾分析方法是阐发事物本质、推动事物发展

的根本方法，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一分为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点论与重点论等构成矛

盾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社会发展问

题，从整体上科学把握社会有机系统，力图使全局

和局部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

和重点突破相统一。此外，矛盾分析方法还体现在

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视以及对其作用的全面把握上，

由此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

改革。“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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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方法的本质要求，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

的新发展。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处理问题时考虑轻重

缓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单纯追求机械式

均衡。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

法，在理论和实践中坚持全局观，践行“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理路，善于把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

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征，贯彻中国式现

代化路径，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方法

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方

法论基石。

2. 以系统观念统摄的科学思维方法论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思想与现代

科学系统论基本原则相融合的产物，是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观点。主张世界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运动发展中，要求用联系的、系统的、发展的观点

看问题。在实践中，系统观念要求立足整体看世

界、谋划布局，注重系统的内部与外部、时间与空

间、历史与逻辑的有机联系与发展变化，把握系统

内部的结构变化，从要素之间的联系整合层面推进

系统的秩序建构和优化组合，明确系统的风险性原

则、机遇与挑战并存，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高度重视科学思维方式在观察、思考和

分析问题中的作用，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

国内与国际三方面创造性地生成由系统观念统摄的

科学思维方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方法论的显著标识。在贯彻系统观念和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的前提下，深植新时代土壤，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包括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

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在内

的科学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矗立于系统观念基

石之上，有机统一，运用、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

义方法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思维方法创新

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两个结合”，践履系统

观念，在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

局、整体性推进过程中，通过“七大”思维方法把

握时代精神、实践智慧和文明新蕴的思想结晶，为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

3. 以实事求是为根本要求的思想、工作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

界观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解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决“怎么看”和“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工

作方法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人们解析

改造世界的工具手段，解决“怎么做”和“做什

么”的问题。思想方法指导工作方法，要真正用于

攻坚克难、推动发展、优化治理，必须将思想方法

进一步落实、转化为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千头

万绪、冗赘繁杂的事物表象中抽丝剥茧，抓重点、

抓关键、抓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深入思考分

析历史中推进现实工作和统筹未来谋划。在实践

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学习《矛盾论》和

《实践论》，要求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

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强调重视调查研究、

注重顶层设计、抓好“关键少数”、推动精准施策、

狠抓工作落实等，都是对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的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推出一系列重大举

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1)，所取得的根本性变革

和成就与卓有成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密不可

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始终贯

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全

面精准把握具体实践、科学运用客观规律的理论成

果。新时代，要深刻领会实事求是精髓，深入把握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扎根中

国大地，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性变革的经验，科学解答中国

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既是运

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的理论探索

和实践探索，又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特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秉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立

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因气质，是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发展与创新。世界观内含一定的立场

取向。运用创新观点与创新观念指导实践必然有其

特定的价值选择，进而凝练出对应的方法论。民族

文化底蕴与世界历史视野在世界观向方法论的转化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50· 党的二十大专题·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一）

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显著特

质，即鲜明的阶级立场、深厚的中国底蕴、科学的

创新意识、宽广的世界情怀。

（一）鲜明的阶级立场

1. 立场代表取向，是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对待客观世界有什么样的立场，就会运用什么

样的世界观认识、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就会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论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面对世界”的立场、“认识世界”的世界观和“改

造世界”的方法论在本质上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第

一次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思考人类社会

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产生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轫于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首要特质在于具有鲜

明的阶级立场。

2. 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和实

现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

产阶级追求解放的实践经验的哲学表达，具有

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在人类哲学史上，唯有

马克思主义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代言人，

是解放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的思想武器。“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

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

务的”(2)，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成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世界观区别于其他哲学世界观的鲜明特征。

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指导

人们科学认识世界和有效改造世界。假如无产阶级

立场不坚定，先进纯洁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无从

谈起，遑论产生、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也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中国化时代化，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发展。因此，无产阶级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秉性，

是中国共产党大浪淘沙屹立时代潮头的动力源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0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7 月 1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

第11-12页。

④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也是中国共产党何以且必将长期执政的奥秘所在。

3. 立场问题究根诘底是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代表

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即坚持人民立

场。“人民”二字贯穿整个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人民至上，指引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沿着正确道路前进。“中国共产党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

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

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

益。”(3)“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

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人民所喜爱、所

认同、所拥有的理论。”④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坚守鲜明的阶级立场上的

党性原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将鲜明的阶级立场贯穿治国理政各

领域全过程，始终凸显无产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这

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和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

色。广大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的基本构成，民生就

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二）深厚的中国底蕴

1. 中国底蕴是积淀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历

史经验与文化传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具有深厚的中国底蕴，是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实践，既从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辛奋斗历史中

总结汲取中国道路的经验智慧，又从 5000 多年文

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求浸润中国

精神的内在滋养。在“两个结合”中孕育而生的中

国底蕴，镌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显著标识，也是中国共产党夯实历

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内在力量，有助于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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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作用场域与实

践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坚持自信自立”时指

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

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

己来解答。”(1) 这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基本规律的认

识和把握，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

证，同时，指明中国的事业要立足本国、服务本

国。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马克思

主义这个威力巨大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

标定时代方位—研判主要矛盾—制定未来方向的运

思逻辑中，坚持“两个结合”，以解决中国问题为

目标，在不同时期诞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性、实践性、开放

性的生动彰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宏伟篇章。新时代新征程，要牢牢把握新

发展阶段特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问题

和中国人民需求出发，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质言之，中国

共产党人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深入中国实际，全面把握问题，在全面认

知国情中推动实践发展，努力形成能够经受住历史

考验和人民检验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成果。

3. 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

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够形塑不同时期的物

质生产与精神活动。如何对待文化传统，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给出的答案充分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

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

对待传统文化应有的科学辩证态度。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

鼎新、天人合一等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

活实践中的文化积淀，而且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人生观、文化观、历史观等内在契合，一定程度上

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契合。如果基于现实问

题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内容，那么，马克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夯实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

纪马克思主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

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这一新飞跃反映了中国共产

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守正创新，有助

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刻意蕴，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厚植思想资源，同时，不断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

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夯实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

要基础，增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三）科学的创新意识

科学的创新意识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得以呈现新

形态的动力，也是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的中介。从

哲学史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

史的一次伟大创新，依托科学实践观实现了哲学革

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践的指导意义，不仅源于

真理性和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且离不开

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创新意识。正是在不断创新发

展中，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

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向前发展。秉承科学的创新

意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从理论层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经验，不仅吸收了中国人民的集体智

慧，而且创新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1. 创新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主体能动作用

创新不是随心所欲地挥洒自我，而是受客观规

律制约。马克思主义是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

类思维普遍规律的科学，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武器。规律的客观性意味

着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在规律面前并非无

能为力，而是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作用。创

新是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且依循一定规律的实践活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既是创新的产物，又蕴含深刻的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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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立足当今经济社会发

展实践，着眼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

代之问，惟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才能

真正凸显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伟力。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与契合马克思主义规律

的程度，决定了人们思维视野的广度、创新意识的

高度以及实践成果的厚度。当代中国正经历前无古

人的伟大事业，需要解放思想，在理论、实践、制

度、文化等诸多领域展开创新，以新的理论指导新

的实践。面对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必须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指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

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

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不断创新中求发展。

这充分体现了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有助于不断培育科学的创新意识，形成创新发展的

氛围，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2. 在立足创新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

调创新和问题导向。问题来源于实践，实践中所面

临问题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艰巨性，对理论创新

提出更高要求。实践的本质是创造，“惟创新者进，

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除旧布新的实践思维

紧密切合社会生活现实，影响人们的观念、行为，

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创新实践把形成的实践思维转

化为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

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新时代的中国实践，在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不断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实现理论创新。例

如，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

想的创新；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生

观的创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的创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

论的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

观的创新；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

历史理论的创新，等等。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思想无一不是基于国内外社会发展变化取

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四）宽广的世界情怀

世界情怀彰显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国际性洞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对象还是

价值取向看，都凸显其世界性、人类性。从无产阶

级解放到全人类解放，从现实的个人到每个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全人类价值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

得到充分显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

价值立场，坚持胸怀天下，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占据人类

思想和道义的制高点。

1. 世界情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的内在要求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

验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

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都未将目光局限于“欧

洲中心”的民族史一隅，而是聚焦世界历史转变的

国际背景，以更广阔的全球性视野把握涵盖东西方

社会的世界体系结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发展创新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始终以世界眼光

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以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实现共产主义为初衷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

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

服力。”(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

谋大同的实践中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推动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中国底蕴蕴含的宇宙

观、天下观所主张的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世界

大同等思想，闪耀着强烈的世界情怀。综上所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既指导中国实践，引导中国深度融入世界，

又放眼全球，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2.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美好世界图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秩序

的深刻调整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

之治和西方之乱反差明显。世界日益凸显的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问题，需要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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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

文明进步的一边，始终保持对全球格局变化、全球

秩序治理、世界文明发展、共同体建构等议题的深

刻关注，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

献。世界各地的文明因自然条件、生产方式、风俗

习惯等的不同，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和差异性。价值

观作为文化体系中的最高样态，是对文化现象、文

化特征、文化规律的进一步提炼，也是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的升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情怀，

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大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

于凝聚全人类共同的思想共识和价值追求。同样，

要增进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

实践的理解认知，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导和支撑，让世

界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

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负责任大

国形象，始终致力于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推动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逻辑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

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

就理论层面而言，这一重大论断高度肯定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要求将其提升至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高度加以把握和运用；就实

践层面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整体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

要和基本观点的实践观，未来将坚持不懈地用这一

科学理论引领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实践。从

“两个结合”的路径探源、人民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的价值指引、问题意识和系统思维的方法拓新三个

维度，系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逻辑，对于深刻领悟其

创新特质、真理价值、宏阔视域具有重大理论和实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7 月 1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

第1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践意义。

（一）路径探源：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推进

理论创新

作为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立

足实践基石，实现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变

革。通过考察现实中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在结合各

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确证了哲学对所

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具体把握，扬弃了“一般

历史哲学”的抽象“万能钥匙”，把哲学变为真正为

历史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哲学，进而在洞察外部环

境、历史机遇和时代境遇中更新理论形态。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内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 的实践理路，是正确

坚持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文

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具体而言，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

双重实际、把握时代与世界的双重大势中，汲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

德观等精髓，并实现对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两个结合”不仅科学概括和系统总结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基本经验，而且深刻揭示和

整体把握了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

1.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理论创新的实践

之基

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意味着要

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诊断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面临的现实性问题的工具，

并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恩格斯强调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注重科

学把握民族国家自身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境况，凸显

民族国家在遵循历史规律前提下道路选择的主体承

诺。“具体实际”指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心理、

社会环境、现实境遇等，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作为对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水平进行集中揭示

的社会主要矛盾，直面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中国共

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阐析中国问题、

指导实践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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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的创新性总

体建构。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出发，对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

论断，顺应了时代新要求与人民新期待，强调满足

人民群众的多维度、多层次需要，要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证、更雄厚的物质

基础、更主动的精神力量。此外，社会主要矛盾运

动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得到拓展，中国的具体实际同

样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具体实际之一隅。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国际国内两个具

体实际的融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

指导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实践，是理论创新与面向中

国和世界的实践创新互为支撑、互相碰撞的结果。

2.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理论创新的

精神之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实践并非线性

展开，而是内涵多元结构总体叙事的有机整体。文

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相对性，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深厚积

淀以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的内在浸

润，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本质规定，又呈现

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1) 的理论样态。换言之，中华文

明的宝贵历史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厚

植理论土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

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

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

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

个结合’”(3)。领悟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历史

观、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之处，有助

于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内在文化基因。此外，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是马克

思主义与各种类型文明之间碰撞并指导其创新发展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2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3)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人民日报》，

2022年10月29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3页。

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把西方古典文明排除

在外的抽象存在物，而是根植现代文明取得的成就

基础之上，并将其作为必然性环节涵盖于自身范围

之内。“两个结合”这一原创性思维方式，在理论

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的贯通中激发了

理论创新活力。

（二）价值指引：在坚持人民性与实践性相统

一中彰显真理价值

以人民至上为终极旨归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

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

标，始终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实践的根本

目标。《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

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④。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得到检验和

发展，其人民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价值旨归得到进

一步彰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民是实践的根基和

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由此可见，坚持人民性就

是坚持实践性，在逐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的实践中推进人的现代化；坚持实践性

就是坚持人民性，实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只

有在实践中将人民所思所想所需所盼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铸就辉煌、彰显人民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战略性举措、变革

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成功铸就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三件大事”，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蕴含的人民

性和实践性融会其间。 
1. 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坚持人

民性与实践性的内在统一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显著标识，凸

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实践品格。马克思主

义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心脏”，是因为其表达

了无产阶级的诉求，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想、价值目标和

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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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贯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首先，站稳人民立场，即扎根人民群众

的实践，厚植“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

为民情怀。其次，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要充

分发挥人民在理论创新中的积极性，把人民群众看

作理论创新的力量源泉。就实践主体而言，要求党

在推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

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评价主体而言，人

民主体性的彰显体现为“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

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要求赋予人民群众衡量

实践成效的评判权，花大力气、下真功夫解决人民

群众不满意的问题，进而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实践主体和评价主体的统一

得益于人民主体性的发挥，形成相信群众、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转换为推动人民群众永

久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体现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体现

在人民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中。

2. 在永葆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中坚持人民性

与实践性的内在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贯穿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的实践逻辑，蕴含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逻辑，是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增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相结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践，不仅体现在着

力解决国内民众发展诉求上，而且体现为回应世界

各国人民的殷切期盼与嘱托的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

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

有效性、包容性，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2)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发展息息相关、

命运与共。为应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生态气候环

境变化、国际信息安全保护等全球性问题，各国要

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互利共赢中共同发展。人类

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

值等映射了人民至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世界历史视

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把造福人民和解放人民作

为内在价值追求的美好世界担当。“各国人民的处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80、325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境和命运千差万别，但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为

改变命运的不屈奋斗是一致的，也是最容易引起共

鸣的。”(3) 坚持人民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既要高度肯

定人民在不同领域的主体地位，又要坚持胸怀天下

的世界历史视野，积极回应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关

切，在互利共赢中产生利己利他的双重效应，为解

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方法拓新：在坚持问题意识与系统思维

中开拓理论场域

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

俱进、永葆生机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蕴含鲜

明的问题意识，是在解答问题中切入现实、认识现

实、把握现实、改变现实的总体性理论体系，使思

想中的问题转变为诉诸实践解决的问题。现实中的

问题是与时俱进、日臻发展的，也是错综复杂、盘

根错节的。对于问题的整体性研判与分析，要树立

系统思维，把问题视为系统中的问题，在辩证分

析、历史分析、矛盾分析、阶级分析、条件分析

中，考察问题与问题、问题与环境、环境与环境之

间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进而为解决问

题寻求最佳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问题意识和系统思维，

注重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科学回答了时代、

理论和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主题明

确、系统完整、内容丰富、逻辑严谨、思想深邃、

意义深刻的科学体系。

1. 旗帜鲜明的问题意识是开拓理论场域的思

维先导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团结奋斗的主

题归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体现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总体问题意识。从思想的总体性而言，其以重

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

的历史自信、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高度的理论

自觉、实践自觉、使命自觉，彰显了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宽广视域。在总问题的指导下，面对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

宽阔的理论视域。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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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的中国之问，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

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

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

系”(2)，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以文明为核心的现代化。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

中国共产党主动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

发展的责任，始终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

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面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人民

之问，党中央在统筹推进教育就业、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接续奋斗，推进共同

富裕、增进民生福祉，并将其转化为推动新时代

发展的志气、骨气、底气。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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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

提出一系列原创性重大理论成果，凝练出“十个

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

须坚持”，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四个之问”各有侧重，内在关联，是新时

代推进民族复兴的实践之问，均强调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时俱进，随实践发展不断发展，

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

2. 总揽全局的系统思维是开拓理论场域的现

实要求

系统思维是把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置于一个框

架中展开，注重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

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注重分析事物内在机理、把

握事物发展规律，整体性推进事物发展。“六个必

须坚持”是具有稳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科学回答了“四个之问”的人民至上立场、自信自

立观点、守正创新态度 、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方

法以及胸怀天下的情怀。每个“坚持”都涵盖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逻辑，秉持立场—观点—方法的

理论逻辑，内含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实践逻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2)④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26页。

辑，总体蕴含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整

体逻辑架构，不同“坚持”之间联系密切。总揽全

局的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方法论组成部分，要在“处理好顶层设计

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

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

大关系”④ 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综上所

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依循系统观念的内在规律和实践要求，始

终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协同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生态文明，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实

践中，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引，用系统观念把握事物本质

及其内在规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结  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精

髓要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抒写

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铸就的以人民为

中心的人民江山，打造共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世界以及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形成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

克思主义自然观、人民观、历史观、方法论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焕

发的巨大理论伟力，擘画了致力实现人民幸福、民

族复兴、世界大同的崇高愿景。面对新征程、新任

务、新问题，要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提供思维框架和目标指南，为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建设美好世界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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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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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2. The Research Cen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Gain a good command of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adhere to and make good use of its stance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This is an outlin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reflecting its 
dual function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comprehend and effectively grasp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pecifically， we should understand and grasp its profound 
connotation from the levels of worldview，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summarize its distinctive qualities in terms of its distinctive 
class position， profound Chinese heritage， scientific sense of innovation， and broad global senti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define 
its practical logic and innovative practical paths in terms of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the paths， guiding the values， and expanding the 
methodology， so that the CPC’s innovative theories will be carried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 aspects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and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will be used to lead the great practice of advancing the new journey 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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