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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孙熙国

提 要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些众多的问

题中，亟需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和引领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处理好五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好

一元指导与繁荣发展的关系，也就是“一”与“多”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事”与“理”的关

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考和解决当

代中国的问题; 正确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忘本来，古为今用，以中国文化为载体; 正确处理“中”与“西”的关系，

吸收外来，洋为中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 正确处理好“常”和“变”的关系，面

向未来，坚持以综合创新为方法，不断从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中概括出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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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un Xiguo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urgently． Among these problems，the most fundamental one
is how to us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effectively，five relationships must be handled well． First，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ary guidance and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that i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one” and “many．” Second，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gs”and“reasons，”adher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hina’s reality，

us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o think about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ird， the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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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the basic tenements of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e origin，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and take Chinese culture as the carrier．
Fourth，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China”and“West，”absorbing good
things from foreign countries，making foreign countries serve China，and actively absorbing the
beneficial results of foreign cultures． Fifth，we shoul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ant” and “chang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adhering to the approach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and constantly summarizing China’s theory from China’s problems
and China’s practice．

Key words: Xi Jinping; new era; thoughts of“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ive relations

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依然面临着许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

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

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

较突出，等等。在这些众多的问题中亟需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发展，需要我们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一 牢记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正确处理好一元指导与繁荣

发展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关系。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正确处理好一元指导与繁

荣发展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关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

根本标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做出的重要论

断。大家可能要问，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这就是当代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

国家。让人民当家做主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 让

人民当家做主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组织和团队就是共产党; 让人民当家做主

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时代、在当代中国，我们做

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践行这一思想就是践履马

克思主义，就是践履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立党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我

们立国依靠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

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

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

主义新中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和国体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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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天真地认为，能不能不要或不讲根本指导，而让马克思主义作为诸种文化中的一

种自然而然的发展。但是，这种想法和观点忽视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就是: “统治阶

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

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属于上层建

筑的范畴，任何上层建筑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归根到底都服务于经济基础。无论哪

一个国家、哪一种社会制度，也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统治阶级是剥削者时，这种文化

就要表达剥削者的愿望，统治阶级是劳动者时，这种文化就要表达劳动者的愿望。任何一

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了反映和维护其经济基础的主导文化，该国家的存在就难以维系

和持续。因此，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由我国社会主

义的根本性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决定的。
坚持思想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即坚持一元指导，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国家的共

性，决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所谓“最民主”的国家，其指

导思想也是一元的，区别只在于呈现形式和表现方式的差异和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这个“一元”，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多元”和“自由”都是

牢牢限制在为资本主义服务这个大框子之内的，因此，他们所说的“多元”都是资本主义

的多元，他们所说的“自由”也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自由。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资

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潮，几乎找不到一种是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它们中的绝大多

数在其本质上都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理论和学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马

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这一现象的秘密，这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

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

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

的统治的思想”。②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作为经济和政治反映的文化，

就必须为经济和政治服务; 文化如果不为经济和政治服务，它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和

存在的价值，同时经济和政治的存在和发展也会因得不到文化的支持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因此，任何国家的文化从来都是服务于该国家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与该国家经济和政治利

益相冲突的文化，从来都是该国家所反对和排斥的文化。
我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强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决不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

展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发展的各项具体工作。在我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发展中，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主要表现为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表现为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指导。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

问题、文化问题只能由每一门学科的专家和研究者按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每一

学科独特的发展规律予以创造性的探索、研究和解决。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78 页。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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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同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是完全统一的。关于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做过深刻的阐述，他

说:“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

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

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

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 这就把‘双百’方针这

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方针了。”①任何一个社会

的文化发展要想获得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坚持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和层次性。文化

形态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不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

系。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的多样性是指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多样性，而我们

所说的文化的层次性也是指有益于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民群众的健康的文化层次，而不包

括那些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精神垃圾。我们所讲的百花齐放首先是指“花”，而不是

危害人民利益和健康的“毒草”; 我们所讲的百家争鸣是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的百家

争鸣，而不是剥削、奴役和压迫广大人民的利益集团的百家争鸣。
历史和实践表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

用”。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习近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

的思维方法，以此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二 立足时代实践，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从中国实践中概括出中国理论，

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正确处理好“事”与“理”的关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考和解决

当代中国的问题，从特殊中概括出普遍，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中

概括出中国理论，再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正确处理好

“事”与“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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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重要论

断。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建设离开了中国实际，放弃了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加分析地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

准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渐行渐远。一些学者的研究缺乏对中国问题的观照，无病呻吟，

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对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对

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对国内外重要思想理论动态，对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4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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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实践，漠不关心，要搞所谓“纯学术”。一些理论看起来花里胡哨，表面上很热闹，甚

至很深奥，但是，中看不中用，根本原因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缺乏足够的阐释力。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当是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自然延续，因此，

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母体、来源和动力。这一观点的实质

就是观念自己产生自己，而不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实践中寻找观念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活和实践是一切认识都来源。任何观念和思想都不可能

成为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最终原因和源头。我们不能幻想从某一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观

念出发来建构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相反，应该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实践出

发，从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来思考研究时代提出的客观要求，

思考和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任务。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只能来自

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不能从旧的传统观念的母胎中蕴育生长出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理论是对时代的任务和问题的“解”和“答”。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真正的

创新的理论，就在于它回答了时代的问题，完成了时代的任务。不同时代的理论体系之所

以有万千形态，就是因为不同时代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任务，因而对这些问题和任务的回

答也就不同。在这一意义上，我把哲学界定对时代问题做形上解答的学问。由此，我们认

为哲学和理论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否提供了解决时代问题、完成时代任务的方案，就在

于它是否从事中见理，器中见道，从特殊中发现普遍，从个别中提升出一般。用孔子的话

说就是是否做到了“下学而上达”。
循此思路，我们就要追问，我们今天时代的实践主题和历史任务是什么? 我们今天处

在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时代问题? 我们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重任? 谁回

答了上述时代问题、谁完成了上述时代任务，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所以，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下，立足实践，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

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认真研究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规律，认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

的大逻辑大趋势，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 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中国文化为载体，

坚持古为今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正确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还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正确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
树有根，水有源。“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

厚基础。”①“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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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精神命脉。”①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一个民族如果抛弃传

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从历史上看，它对于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

统一的政治局面，对于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统一的大家庭，对于形成和丰富中华民

族精神，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现实上看，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对于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都可以提供重要资源和积极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在

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需要我们传承和弘扬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放到

整个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去考量，让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融入整个中华文化

和文明发展的大系中。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所在。简单

地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它就是只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的文

化，外在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根的文化，就不可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和结果;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如果不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不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它依

然还是古代的文化，就是服务于传统社会和传统经济基础的旧文化，就不可能反映、维护

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也就无法为广大人民所认同，无法成为反映和维护今天

的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其作用也就无法实现出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 传统文化时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它不是现代文化，不

是我们今天直接拿过来就能够运用的文化。把传统文化直接搬到今天来无法解决我们今

天遇到的问题，也无法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和使命。因此，我们在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利用中华文化载体的时候，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的反映。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因而就会有

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发

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忘记本来，不能忘记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生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

育生成的，这三种文化都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但是，传统文化是一个源头，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源头的基础上形

成的。
今天，我们继承发扬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的资源。但

是，当代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的反映。因此，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中国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当然也包括传统文化的自信，但是，更

重要的自信是当代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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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吸收外来，坚持以外来文化为工具，坚持洋为中用，积极吸收外来文

化的有益成果，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正确处理“中”与“西”的关系。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利用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正确处理“中”与“西”的关系。
对于外来文化，我们既要反对盲目排外，同时，还要反对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和全盘

吸收。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

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路小道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

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

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①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有过明确的论述，他

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

中国新文化的借镜; 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

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

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

国的新文化。”②又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

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

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

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③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

邓小平同志坚持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的盲目崇拜和全盘吸

收。他说:“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我们要

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

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

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④吸收、分析和借鉴外国文化的

有益成果应当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

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⑤

因此，对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一方

面还要看到“橘在淮南则位橘”，到了淮北“橘”就变成“枳”了。同理，洋人的办法在洋人

那里行，到了中国可能就不灵了。唐僧到西天取经，取回来了“唯识宗”，但是，因为他不

致力于佛学的本土化，因此，他所取来的“唯识宗”很快就失去了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

说，王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唐僧，他去西天取来了真经，但结果没有成功，原因就是他没有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85 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83 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6—707 页。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3—44 页。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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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真经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

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去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
总之，“古之道”不能驾驭“今之有”，“洋之道”也不能驾驭“中之有”。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汲取外国哲学

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建设发展面向和解决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人的哲学社

会科学。

五 面向未来，坚持以综合创新为方法，利用马中西不同思想资源，

不断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正确处理好“常”和“变”的关系。

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面向未来，坚持以综合创新为方法，运用好马中西不同学科的方法

和资源，正确处理好“常”和“变”的关系。
综合创新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和发展一个重要方法。最早提出这一思想方

法是张岱年先生。张先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提出了“创造的综合”论，①到 80 年代发展

为“综合创新”论。② 张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响应和赞同，但问题在于如

何实现综合创新，于是，方克立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③将张先生的综合创新

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方先生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张先生和方先生对综合

创新的论述和阐释还都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没有进到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层面，没有进到

回答时代问题、完成时代任务的层面。一个时代的任何理论创新如果离开了对这个时代

的生活实践的追问，离开了对这个时代的任务和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无法进行的。因

此，如何进行综合创新这一世纪之问，在学界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到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才真正解决

了这一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

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

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

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怎样才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综

合创新呢? 简单说，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运用马中西三种资源所提供的原理

和方法，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

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要体现原创性、时代

性，还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
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

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

①
②
③

张岱年:《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10 期，1935 年 3 月。
张岱年:《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 年第 2 期。
方克立:《关于文化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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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又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路径和方法，切实解决了如何进行综合创新的世纪难题。
概括地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引领和指导下，牢记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好一元指导与繁荣发展

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关系; 立足实践，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

心，正确处理好“理”和“事”的关系，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 不忘本来，坚持

以中国文化为载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正确处理好“中”和“西”的关系，实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面向未来，坚持以综合创新为方法，正确处理好“常”
和“变”的关系，不断从中国实践中概括出中国理论，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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