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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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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要从不同维度深刻领悟其核心要义，即必须坚持

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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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实践指向性，要在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

础上，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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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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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全

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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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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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原创性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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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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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且复杂，需要从多方面作出

积极努力。从根本上看，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关

系、核心要义与实践指向，是基础性的、不可忽视

的重要方面。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辩证关系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除其自身内部要素

相互联系外，还与其他因素相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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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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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应正确认

识和处理其与不同要素之间、自身内部各要素之间

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说，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关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是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具基础

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是人们对

整个世界包括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

系的根本观点或根本看法；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学

说或理论，内含不同层次，既有哲学层面的方法

论，也有具体科学层面的方法论。通常与世界观联

系在一起统称使用的方法论，是哲学层面的方法

论。世界观和方法论存在区别，二者的着眼点、着

力点不同。世界观是从认识方面把握世界，任务在

于解释世界，说明世界由何而来、何以存在、如何

构成等问题，重在探索和回答世界是什么、不是什

么、怎么样、不怎么样的问题。方法论是从行为方

面改造世界，任务在于说明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应

该是什么、选择什么，重在探索和回答在世界面前

人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如果说世

界观重在探讨世界的客观规律与本质属性，那么，

方法论则重在探讨实践的指导规律。世界观与方法

论有区别，也有联系。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世界

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即世界观决定方法论，

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任何方法论的背后都有特定的

世界观，方法论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观。

由此可见，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的统一体。马克

思主义者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论者。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指出，“哲学家们只

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恩格斯将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哲学称之为

“新的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 (2)，强调：“马

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④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⑤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⑥⑦ 戚义明：《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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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 年

第4期。

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

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马

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是有机统一的。”⑤ 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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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自觉坚持

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避免和克服将二者割裂

开来的倾向。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理论

基础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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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

代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从广义层面看，前者是后者

的组成部分，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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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组成部分。没有深刻认识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把握就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从

狭义层面看，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基本原理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基础之上，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基本原理，难以正确认识和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

逻辑和深刻内涵 ⑦。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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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其世界观和方法

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成果密切相关。一

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成果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

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

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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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

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

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

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

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

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

交往之道等”(1)，从不同层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宝贵的思

想滋养。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哲学成果，使其具有新的

时代性，两者存在高度契合性。由此可见，把握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

哲学成果的关系。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关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

富、博大精深，就全面性而言，其主要内容除“十

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外，

还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关系，首先，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一方

面，部分离不开整体，离开整体，难以认清部分；

另一方面，整体离不开部分，任何整体都由部分组

成。就这一关系而言，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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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其纳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次，是一

般与个别的关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系统整体中，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属于哲学

层面，是探讨一般规律和个别的方法。如果说其他

具体内容是个别，那么，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是一

般。一般离不开个别，一般又指导个别。就这一关

系而言，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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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处理好一般与个别的关

系。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一思想其他内容的深刻理解

和把握，还要从其他思想内容中深刻领悟习近平新

(1) 习近平：《在文艺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0期。

(3)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8页。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

值意义与思想魅力。

二、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

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

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

怀天下，即“六个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六个必

须坚持”是全面与重点的关系。从全面性要求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是多方面的，例如，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精

神动力等内容。因此，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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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握好包括

“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一切方面、一切要素，唯

有如此，才能规避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错误。从

重点性要求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其理论贡献度和实践影响

力而言，其重点是“六个必须坚持”。因此，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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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必须把握好

“六个必须坚持”这一重点。“六个必须坚持”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

法的重要体现，“只有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

持’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更好领会这一思想的精髓要

义，才能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认识问题才站得高，

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展工作也才能把得准，确保

张弛有度、收放自如”(2)。从不同维度解读“六个必

须坚持”的丰富内涵，是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核心要义

的关键所在。

（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

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3) 在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上，“人民”从来不是话语标签，而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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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指向。无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还是

坚定不移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取得疫

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

至上”这一生命红线和主线贯穿其中，充分彰显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价值立

场。以“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为首要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内蕴四层含义：第一，站稳人民立场。历史充

分证明，人心向背关系政党的生死存亡、政权的兴

盛衰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经历百余年岁月洗礼

依然朝气蓬勃，根本原因在于其始终植根人民之中，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一以贯之地坚守人民立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谱写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新篇

章，为“站稳人民立场”写下生动脚注。第二，把

握人民愿望。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千家万户，以人民群众愿望需求为导向，及时

了解人民所思、所愿、所盼，并将其作为施政布策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民之所忧、破民之所难、谋

民之所利。第三，尊重人民创造。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首

创精神，在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始终把加强

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及时挖掘蕴藏人民群

众创造实践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使之上升为理

论和政策指导新的发展实践。第四，坚持人民评判。

“人民是阅卷人”的重要论断从根本上回答了“谁来

阅卷”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人民是阅卷

人”作为检验执政成效的标准，在落实决策部署和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1) 作为衡量

一切工作的标准，凸显了人民是党的各项工作的最

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的显著地位。

（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精神特质

从本质上看，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即一切从实际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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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页。

出发，坚定信心，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对此，要

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理论

维度看，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

基础。从语义层面看自信自立，其由“自信”和

“自立”组成，一般意义上的“自信”作为心理学

名词，指个体在自我评价中呈现的积极态度；“自

立”指自我独立，无需依赖他人。当代中国语境中

的“自信自立”源于对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

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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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为坚持自信自

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历史维度看，必须坚

持自信自立是党历经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一

部党史就是一部自信自立的探索史，中国共产党

“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

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2)，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探索

精神和实践精神。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

开始“照搬照抄”俄国经验到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

有别于俄国的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中国的

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

的力量来办”(3) 的原则，开辟了一条具有开创性意

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实践

维度看，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

实践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

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④。因此，在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既要坚持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坚定信念，还要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不断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坚持独

立自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也要秉持兼容并蓄

的态度，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反对封闭僵化、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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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步。

（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

人民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

大事业，要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

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动摇”(1)。这一科学论述深刻揭示了“必须坚持守

正创新”蕴含的三层含义，具体而言：其一，守马

克思主义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

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关键在于守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之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在变化，社

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

理”(2)，并强调“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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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旺盛活力。

基于“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科学指引，让马克思

主义在 21 世纪绽放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其二，守党的

全面领导之正，创党的自我革命之新。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

展史告诉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党

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完成

一个又一个历史任务，创造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的

“定海神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从

党和国家战略全局高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重要论

述，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理论作出

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

的。”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

气和决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

“组合拳”，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其

三，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正，创中国式现代

化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在百余年奋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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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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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0页。

探索中形成的并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反

映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道不变、志

不改的坚定决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原则，要求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动摇，在积极识变求变应变中不断拓宽中国式现

代化。

（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要求

何谓问题？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

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⑤ 毛

泽东同志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

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⑥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⑦ 问题导向从本

质上看就是坚持矛盾观点。坚持问题导向，既是马

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可以从一个“范式”和一把“金钥匙”两方面展开

分析。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总体是围绕“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范式”展开。善

于发现问题是根本前提，正确分析问题是关键环

节，科学解决问题是最终目的，三者相互联系、密

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

的逻辑起点，始终把治国理政的着力点放在最突出

的矛盾和问题上，无论针对不同贫困地区人口脱贫

问题提出精准扶贫，还是针对党内面临的“四大考

验”等突出问题提出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对

策；无论针对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难以突

破旧体制机制局限等问题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决策，还是针对我国大气、水、土壤的污染防治和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明确提出要全力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青山“四大保卫战”，都源于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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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始终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另一方面，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金钥匙”。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

代的问题，如何及时发现、分析和解决面临的时代

问题，关键在于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调查研

究既是党的“传家宝”，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

本功”，更是坚持问题导向的“金钥匙”。伴随世情

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愈发复

杂化、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

作并作出示范表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

研究，直面国家发展难点、人民群众痛点，并将调

研结果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各项方针政策，上升为新

理念新思路新办法，用于指导新实践解决新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直面问题、研究问题的理论结晶。

（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和工作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的，整个世界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

作用的系统。因此，要“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

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

规律”(1)。可从两方面对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进行把握：

一方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运用系

统观念解决不同实际问题的一脉相承。百年党史印

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运用系统观念指导实

践和推动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创

造性地运用系统观念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进行深

入分析，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正确革命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

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用“弹钢琴”生动形

象地对坚持系统观念作出阐释。此外，毛泽东同志

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

业的关系等十大关系进行系统论述，是熟练运用系

统观念的光辉典范。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认识

到新时期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繁重，先

后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基本路线，“两手抓”的发展战略。江泽

民同志强调“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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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页。

(2)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0页。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年版，第56页。

的重大关系”(2)，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十二

个方面展开论述。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强

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

本方法，蕴含深刻的系统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坚持系统观念，强调“系统

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3)，并立足国

内国外两个大局，提出并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统揽“四个伟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分“两步走”战略安排，等等。可以说，新时代的

伟大变革实践探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运用系统观念进行治国理政的生动写照。另一

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

系是坚持系统观念的光辉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

新变化和实践探索的新要求，始终坚持运用系统观

念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

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系统

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主要

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

就”。其中，“十个明确”是主体内容，构成支撑这

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四梁八柱”；“十四个坚持”是

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行动纲领；“十三个方面成就”

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十个明确”“十四个

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相互融合、有机统一，

共同组成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容完备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坚持系统

观念的创新成果。

（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境界格局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

底解放的学说，是为人类求解放、谋进步的科学

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

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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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把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

为自己的不懈追求，从“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 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

有较大的贡献”(2)“中国就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多一点

贡献”(3)，再到“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④，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中，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立己达人。坚持胸怀天

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世界大同、天下

一家“天下观”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精华，蕴含对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美好世界的憧憬和天下大

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由此可见，

坚持胸怀天下源自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刻把握，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责任担当。进入 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达到新

的水平，但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国际形

势日趋错综复杂，中国发展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并存的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

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

中国”⑤，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胸怀天下。面对摆在

全人类面前的“四大赤字”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

党提出“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

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

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⑥ 的中国

方案；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

问、世界之问，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中国方案；面对部分西方国家大肆宣扬的“普

世价值”，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 ⑦ 的中国方案，等等。一份份极具穿透力、说

服力、感召力的中国方案的提出，映照了中国共产

党坚持的胸怀天下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

的行动。

上述“六个必须坚持”“相互联系、彼此支撑，

贯通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认识论和实践论、真理论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3)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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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页。

⑤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求是》，2022年第22期。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0-461页。

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

和价值论，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新的时

代内涵，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征”⑧。

三、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实践指向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研究问题、解

决问题的“总钥匙”，党和国家事业越向纵深发

展，越要不断增强把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能

力，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党

的二十大报告从理论创新层面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核心要义高

度凝练、科学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蕴含指导

行动的强大实践伟力。因此，必须坚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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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一）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两个结合”

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集中体现，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面掌握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在

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

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并用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新实践。一方面，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本质上看，要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

题。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进程，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完

成救国使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走出一穷

二白、百废待兴困境、实现兴国目标，到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

局面、实现富国目标，再到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稳步推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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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学

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

传统，而且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克服一切困难挑

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另一方面，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中华文明

的智慧结晶，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扎根的

文化沃土。因此，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不断赋予科学理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立足新

的时空坐标与历史方位，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必须

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两个结合”中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二）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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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

领时代

时代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的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能否科学准确观察时代、把

握时代、引领时代，确定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

位，直接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因此，

要坚持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把握和引领当前所处时代的

本质与特征。一方面，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视

角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

代”(1)。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时代发展呈

现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愈

发频繁、文化呈现多元化态势、国际格局逐渐趋向

均衡等特征。与此同时，还面临世界经济复苏呈现

低迷状态，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趋向不断抬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暗流

涌动，恐怖主义危害日渐突出的时代问题。另一方

面，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2)。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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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页。

④  张浩、周红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的依据、逻辑与路径》，《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一系列历

史性变革。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

进道路必定充满风险挑战。因此，无论从哪一视角

看，新时代新征程都必须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解决面临的时代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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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

领时代之变的科学理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

我们正确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根本

遵循。

（三）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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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

的根本任务。”(3)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

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全面掌握“十个

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主要

内容，而且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 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源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实践的理论结晶，要回到

实践并在指导伟大实践中彰显强大真理力量和实

践力量。坚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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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停留在书

本或知识层面，而是要将其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并

指导新的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

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要紧紧围绕

这一中心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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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前进道路

上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着力解决好各领域发展

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推动新征程实现新突破，

为谱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崭新篇章提供科学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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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ping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quires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so on. To understand its basic meaning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maintaining self-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cherishing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problem orientation，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embracing the world.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ve strong practical ori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and making good use of Marxist philosophy， we should constant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provide action guidelines for the new journey to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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