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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是在自觉地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阐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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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汇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看待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从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是比较妥当的。

一、治国理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自觉对接

如何看待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论创
新，首先要把握好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段
很鲜明的论述。一段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众
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
十七大首次完整论述的，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
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
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
放的理论体系”。①二是习近平２０１３年１月５
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研讨班上的讲话，这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
后带有全局性的重要讲话，即“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
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
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
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
写下去”②。第一段话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这就为未来的理论创新留下了对接的切口。
第二段话的“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
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表明
了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自觉对接。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理论
上，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衡判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具有合理
性和必然性。

的确，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理论创新都是
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邓小平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重大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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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此后历次
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主
题词。看看从十三大到十八大报告的题目就
一目了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一条红线贯
穿始终：十三大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是“加快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是“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
面”；十七大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
斗”；十八大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代表大会
还曾多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阶段性总
结。十三大指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
党１２个方面的理论创新，认为这些初步回答
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构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十四大阐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９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十七大首
次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结
了改革开放的１０条经验。十八大指出了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的８
个基本要求。以上这些阶段性总结，体现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丰富和深化。

今年要召开党的十九大，继往开来，我
们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治国理政理论创新的四个要素
如何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

积累了基本经验，形成了一些重要惯例。众
所周知，党的十五大阐述邓小平理论，十六
大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阐述
科学发展观。总览这些代表大会报告，在阐
述理论创新时一般有四个要素：一是理论创

新的时代背景，即“为什么”理论创新。二
是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即理论创新“是什
么”。三是理论创新的历史地位，即“如何
看”。四是理论创新成果的贯彻执行，即“如
何做”。这些为我们阐释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
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启示。
１、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
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即“为什么”理

论创新。十五大在阐述邓小平理论时指出，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
成败的经验教训等等，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
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十六大在阐述“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时指出，科学判断党的历史
方位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尤其
是我们党的两个重大转变，即从革命党转变
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从计划经济和相对封闭下搞建设转变到在市
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下搞建设。十七大阐述科
学发展观时指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出
现了一系列新特征，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和借鉴
国外发展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
的确，理论创新不是书斋中的突发奇想，而
是客观事件变化而激发的主观创造。这些客
观实际，主要是国情、世情、党情。

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
理论之源”④。十八大以来为什么要理论创新，
为什么能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创造
性的思维去深刻认识时代、国情变化的结果。
时代变化是理论创新的增量基础。在认识时
代问题上，重要的是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一方面，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
与发展主题这样大的背景没变。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是
这一大背景下的理论成果。十八大以来的理
论创新，也当是在此大背景之下。另一方面，
则要着重讲清楚十八大以来出现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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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情况表现在国内，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呈现出新变化。习近平指出，“既要看
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
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
新特点”⑤。经过近４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
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都实
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中国基本国情的内涵在
不断发生变化，而最集中的体现为经济新常
态。中国提出的准确把握和主动适应经济新
常态，是依照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
发展特征作出的新判断。

这个新情况表现在国际，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是时代大势，世界上的政治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是时代潮流。我们既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
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
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国
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也要充分估计国
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世界经济调整的
曲折性、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
序之争的长期性。
２、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
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即理论创新“是

什么”，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十五大阐述邓小
平理论时，以邓小平理论回答了发展道路、
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动力、
外部条件、党的领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而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十六大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即党必须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四
大要素，即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
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
是根本方法。

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内容如何表述，总
的来说，既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的鲜明特色，
又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构。在

内容方面有三个要点。
一是如何确立主题、主线。改革开放以

来党中央系统回答有关社会主义、党、发展
等“什么是”、“怎样建”重大问题，不断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十八大以来理
论创新以什么为主线？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不
久，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２０１６年版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
本》正是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
开的，以“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五位一
体现代化布局、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型国际
关系、科学思想方法等，作为十八大以来理
论创新的基本内容。

二是如何构建逻辑框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已经有日臻成熟和广泛共识的理论构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长期事业，我们要将十
八大以来理论创新的“四梁八柱”尽量纳入
到既有的框架之中，以保持理论上的稳定性
和连续性，这关涉理论发展的长远大计。与
此同时，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四个全面”、新
发展理念等，是非常重要的具有重大增量的
思想，不好简单地归入既有的框架之中，这
要求在理论建构上有新的构造。

三是如何阐述具体内容。十八大以来理
论创新的内容非常多，有些是政策性的创新，
有些是战略性的创新，有些是更深层的理论
基础的创新。对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
创新，不能一锅煮，不能平面铺展，而要分
门别类有机组织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读本已经做了这个方面的尝试，未来
还要进一步进行细化和完善。
３、理论创新的历史地位
理论创新的历史地位，即“如何看”。党

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分别对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做了
这个方面的阐述。理论创新成果的地位问题，
主要是如何处理与既有指导思想的关系。

第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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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两次就改革开放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过系统论述，做了相
应的定位。十八大指出，邓小平科学回答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成功地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推向２１世纪。胡锦涛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
以看出，邓小平是“开创性”贡献，后继者
是“坚持和发展”。

第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十
三大提出了“两次飞跃”，侧重于道路：第一
次飞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找
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
利。第二次飞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
共产党开始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五大再提
“两次飞跃”，侧重于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任何理论
创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都是既一脉相承又
与时俱进，这是毫无疑义的。具体到各个理
论成果的表述又不尽相同。诸如，邓小平理
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
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
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
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马
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开辟了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以上这些表述中，几个关键词“最新成
果”、“新阶段”、“飞跃”、“新境界”等，属
于定位的用语，使用上很微妙，需要准确拿捏。

总之，对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论创

新，既要突出其创新性，将重要地位说好说
足，又要把它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２１世纪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把握。
４、理论创新的贯彻落实
关于理论创新成果的贯彻执行，即“如

何做”，也是有例可循。十五大、十六大、十
七大分别对如何贯彻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做了相关的
要求。基本点是：在空间上的全方位，贯彻
到建设工作的各个领域；在时间上的全过程，
既管当前，也管长远；在对象上的全覆盖，
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科学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不
断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毫无疑问，未
来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就要将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
论创新作为实现新的奋斗目标的基本遵循，
全面贯彻、全程贯彻、全民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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