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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好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 辛向阳

[ 摘 要 ] 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正确的思想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关联性；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

方法论，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给我们提供强

大的思想武器，指引我们不断地攻坚克难，解决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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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 D616                         [ 文献标识码 ] A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和国

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特别是国内外环境

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

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

少艰难险阻，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

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安

全生产、社会诚信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还

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

题，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当然，要想使全面深

化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习 近 平 反 复 强 调 要 加

强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2017 年 7 月 26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

党 的 十 九 大” 专 题 研 讨 班 的 讲 话 中， 习 近 平

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法 论。”［1］2018 年 4 月 23 日， 习 近 平 在 主

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61 页。

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

想 武 器， 为 世 界 社 会 主 义 指 明 了 正 确 前 进 方

向。［2］2018 年 5 月 4 日， 在 纪 念 马 克 思 诞 辰

2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

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

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我

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3］概而言之，全面深化改

革必须坚持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
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13 年 12 月 3 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历

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

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推动全

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他指

出：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

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

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

［2］ 参见《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25 日。　

［3］《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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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

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

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随着生产

力发展而变化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

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开放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态度。［1］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

的发展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

系的变革又会带来经济基础的调整，经济基础

的调整则会导致上层建筑的改革。生产力是在

不断变化之中的，所以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

变革和调整是持续进行的，最终使上层建筑经

常进行改革。当然，这种关系不是机械性的决

定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上层建筑的不

断改革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顺应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进行

的上层建筑改革会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我们可以把握

全面深化改革的趋势和方向。任何成功的改革

都是以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状况为出发点的。有什么样的生产

力水平，就要确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

样的生产关系，就要确立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以

及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

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同时，

应当清醒地看到，有不少领域的生产力水平还

是比较低下的。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

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现有的生产力和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就要积极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

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

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

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

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参见《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4、75 页。　

二、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增强改革的整体性、
系统性、关联性

2015 年 1 月 23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的 观 点 和 方 法， 增 强 辩 证 思 维、 战 略 思 维 能

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

领。［2］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有哪些？至少有两

个方面需要重点把握：一个是改革的规律性问

题，一个是改革的整体性问题。关于改革的规

律性问题，习近平指出：“必须从纷繁复杂的

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

的内在规律。”［3］关于改革的整体性问题，习

近平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

要方法。”［4］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

章程》明确指出：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更

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探索和

把握改革的规律性。2012 年 12 月 31 日，习近

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

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

律。摸规律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进行

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

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

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

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5］2017 年 8 月

29 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三十八次会议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

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

狠抓改革落实，必须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

［2］ 参见《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25 日。　

［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 页。　

［4］《人民日报》2017 年 6 月 27 日。　

［5］《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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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1］习近平很重视对改革规律的把握，他

强调：抓改革落实，要遵循改革规律和特点，

建立全过程、高效率、可核实的改革落实机制，

推动改革举措早落地、见实效。［2］

除 了 对 改 革 总 体 规 律 的 把 握， 习 近 平 还

特别强调对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具体工作规律

的 把 握。 比 如，2014 年 8 月 18 日， 习 近 平 在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 时 指 出： 推 动 传 统 媒 体 和 新 兴 媒 体 融 合 发

展， 要 遵 循 新 闻 传 播 规 律 和 新 兴 媒 体 发 展 规

律。［3］2014 年 5 月 13 日，习近平在《中央人

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二〇一三年工作情况的报

告》上批示指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是

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4］2018 年 4 月，习近平

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

遵循技术发展规律，做好体系化技术布局，优

中选优、重点突破。［5］几个月后，习近平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

坚持以实干促振兴，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

先行，分类推进，加大投入，扎实苦干，推动

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6］

要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使全

面深化改革在整体中推进。习近平在 2010 年 3

月 1 日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

指出：“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

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

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

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这是学习和掌握唯

物辩证思想方法的基本要求。”［7］遵循这一要

［1］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107 页。　

［2］ 参见《人民日报》2016 年 2 月 24 日。

［3］ 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7 页。　

［4］ 参见《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4 页。

［5］ 参见《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22 日。

［6］ 参见《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6 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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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

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

重点突破的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

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

发展稳定的关系。思想不解放，就很难拿出具

有创新性的改革举措；但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

际的幻想、玄想，而是要以客观实际为基础。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处理好了，改革就

会更加能动科学。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

强调整体性的改革，不是单打独斗式的改革；

同时，整体改革需要找到突破点，找到能够以

点带面的重点。改革涉及到的深层理论问题越

来越多，改革要突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则要

以基层探索为基础，要发挥出摸着石头过河的

试点探索的优势，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改

革遇到的难题越来越多，需要大胆探索，没有

一股子闯劲儿，目标难以实现；同时，闯不是

鲁莽，啃硬骨头决不能蹦掉牙，过险滩决不能

上不了岸，这就需要稳中求进，需要蹄疾而步稳。

改革是与发展稳定紧密相连的，改革是为了更

好地实现发展稳定，发展稳定也能够为进一步

改革提供更好的基础。习近平指出：“把改善

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

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

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8］

二是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防止改革中出现“不

虞效应”。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

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是现时的联系，也包括

时间历程的相互联系。一项改革不仅有当下的

效果，也有中长期的效果；既有今天的效应，

也有明天后天的效应。一项改革从短期看可能

是有效的，但从长远看有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

负面问题。因此，制定一项改革举措，一定要

有时间的维度，既要看到今天的正效应，也要

注意到未来的负面性，并且尽可能制定出应对

负面性的预防措施。此外，还要善于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2016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

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具体问题具

［8］《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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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析，‘入山问樵、入水问渔’，一切以时间、

地点、条件为转移，善于进行交换比较反复，

善于把握工作的时度效。”［1］对于改革中存在

的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具体

问题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不是伪问题，不是道

听途说的问题；第二，具体问题是整体性问题，

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三，具体问题是时间性问题，它有历史基础，

也有现实基础和未来变化的基础。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

原理和方法论，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面对

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

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

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

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

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

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2］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论，可以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完善与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

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

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一方面，要进一步坚持好

完善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出其强大

的优势。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

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

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

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我

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

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221 页。　

［2］《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25 日。　

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

互抵消。”［3］另一方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

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形成和完善企业自主经营、

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

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

性；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

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

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论，可以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

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6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 年经济

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论述了世界贸易、

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

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推动高

质量发展就要更加深度地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

化进程，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更加深入地推进对外开放，积极学习和借鉴国

外发展的成功经验，注意汲取国外发展的反面

教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

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

方法。”［4］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给我们提供强大的

思想武器，指引我们不断地攻坚克难，解决面

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

任、研究员，北京 100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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