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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合创新

罗浩波
(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社科体艺部，浙江 舟山 316021)

摘 要: 整合创新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最鲜明最重要的特征。值此喜迎党的十九大召开之时，从整合

创新视角深入思考和梳理近五年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基本形态、理论成果、布局设计等一系列带有全局

性、根本性和长期性重大理论问题的突破和创新，深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整

体性认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和指导全党的思想和行动，都具有积极而重大的前瞻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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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党的创新思想的核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理论创新包括原始创新和

整合创新。所谓理论原始创新，是指一种理论最初的形成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根本不同于其他

任何理论的创新;所谓理论整合创新，是指一种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相关理论在传承、吸收、借鉴、改造

基础上实现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在原始创新与整合创新的交融互动过程中实现的，在不同

的历史条件下两种不同的创新方式有所侧重
［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密围绕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也

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发展新境界的整体性认知。笔者认为，整合创新是十八大以来中国

共产党理论创新最鲜明最重要的特征。值此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时，从整合创新视角深入思考和

梳理近五年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基本形态、理论成果、布局设计等一系列带有全局性、根
本性和长期性重大理论问题的突破和创新，深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和时

代价值的整体性认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和指导全党的思想和行动，都具有积极而

重大的前瞻性意义。

1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整合创新

所谓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

涵的认识是一个与时俱进、逐步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基于科学社

会主义 500 年的发展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 60 多年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这一

历时性视角，从本源性、根源性和开放性等维度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实践内涵和价值内

涵，并实现了对其科学内涵的整合创新。
2013 年 1 月，在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进入 31 年之际，习近平深

刻阐明了道路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界定了两个重大关系。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的关系。习近平基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高度，从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从理论到实践全部历程的

六个阶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

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思想理论渊源关系，告诫全党不能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处而来。二是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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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习近平强调指出，这两个历史阶段“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

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2］。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

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这一科学论断明确告诫我们不能割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实

践，更不能将改革前后的历史对立起来。正是在做出上述梳理、铺垫和前提界定的基础上，习近平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首次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了清晰的界定。
第一，从本源性的高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理论内涵。针对国内外种种歪曲和质

疑，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

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

的历史性课题。”［2］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一方面是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只有与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指导其实践，才能彰显出自身的科学属性和实践价

值。另一方面，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诞生于西方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就在

于我们党把它运用于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回答和解决了当代中国不同发展

阶段面临的基本问题。
第二，从根源性的高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特质和实践内涵。习近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根源、历史根源、主体根源和时代根源相结合的高度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

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由之路。”［2］
我国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没有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个重大主题，理论界也一直在研究和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但一直没有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就对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作出了深刻

而重大的新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而清晰的新界定，为全党廓清了思想迷雾，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三，从开放性的高度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内涵。习近平基于社会主义的开放

性特征和高度，用“旗帜”作用来比喻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3］
这面旗帜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

鲜明特色:一是实践特色，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基调和主旋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

东建国初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开创、发展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实践

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鲜明特色。二是理论特色，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创新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指导实

践创新的产物，其理论成果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思想，是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是民族特色，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

度创造性地吸收、提升和广泛运用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点和精神内涵，必然具有新鲜活

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四是时代特色，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

续性和阶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等方面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上四个特色彰显和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丰富的思想内涵。正如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

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必然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

2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形态的整合创新

所谓形态，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对事物内涵和本质的反映、体现和展开。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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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形态不仅包括实践形

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也包括文化形态(或价值形态)。2014 年 2 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 13 次集

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5］; 同年 10 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6］，为我们打开了新

的认识思路。2016 年 5 月，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7］，深刻揭示了文化自信对于“三个自

信”根本意义。同年 6 月，在中央政治局第 33 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首次把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并

列提出，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8］。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9］

习近平

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不仅强调和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同时也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贯通起来，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
度形态和价值形态及其内在关系，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形态的整合创新，从而深化和丰富了

我们对其科学内涵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2. 1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也是我们获得“四个自信”的实践基础和逻辑起点。坚持道路自信的前提是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道路自信的基础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道路自信的内容是全面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

态文明建设;坚持道路自信的目标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条道路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反映了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追

求。
2. 2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探索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也是我们获得“四个自信”的精神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又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成为全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更加坚定理论自信，坚持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就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

利。
2. 3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具体制度，

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也是我们获得“四个自信”的根本保障。改革( 包括开放) 的本质就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将其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彰显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我国改

革开放近 40 年来的实践，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走老路和邪路，在坚

持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从自身的基本国情出发，实现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在当代中国，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坚持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2. 4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实践中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先进文

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形态( 核心是其价值形态)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强大

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获得“四个自信”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自信。”［9］
文化往往渗透和积淀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行为习惯之中，关系和影响着人们的

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理论构建、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的现实土

壤，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认同、信念力量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连续性、实践主体性和价值普遍性的本质力量。如果丧失了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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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失去精神动力、道义支撑和智慧宝库。具体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构成了“四个自信”的价值支撑。
总之，“四个自信”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整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中实现统一，不仅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各自的独特价值和作用，也从整体

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深刻地揭示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回顾总结

我国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取得一切进步和成功的

根本原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坚持和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标志。

3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整合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 96 年不懈奋斗、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及时地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并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武装全党。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名称，或者按照领导集体代表人物

的名字命名，或者按照理论成果的内容和特征称谓，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对党的指导思想表述的一致性，进而也对这些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和掌握产生了不必要

的影响。因此，科学梳理和系统整合中国共产党已有的理论成果，必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

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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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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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这种整合无疑是一次

重大的理论创新，不仅获得了党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赏，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也已经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工作和教育人民，但并未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

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中加以表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性地做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这篇大文章。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

南。”［4］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还首次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
这是迄今为

止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党的指导思想层面上加以定位的最新表述。
目前理论界存在着同时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两个看

似相近而又表述不同的概念的情况，前者在主观愿望上更强调内容的包容性和丰富性，后者则用词更加

简洁明了，而且，“理论”本身就是系统化、体系化的知识和观点。因而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实际上没有多

少差别，统一起来使用也完全可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

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一个严谨科学规范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具有服务和指导实践的明确指向，因而它必须

是生动的、朴实的、简洁的，便于为群众掌握的行动指南。

4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设计的整合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

中国发展大势，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先后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实现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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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的“双重”整合，从而深化和拓展了党的基本路线，完善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形成了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在此基础上，又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以下简称“两个布局”)进一步整合贯通，体现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顶层设计和布局设计整

合创新的重要特征，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征，赋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的时代内涵和特征。
4. 1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思想的整合创新。从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从“两手抓”到“三位

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渐进式整合发展过程，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深

入、日趋完善的演变历程，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从改革开放到十六

大之前，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总体布局;从党

的十六大到十七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突出和强调了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从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突出了以和谐为旨归的

社会建设的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将生态建设从社会建设中独立出来，强调和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意义，从而把“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的认识具有几个鲜明特征:一是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反映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全面性的认识具有渐进深化的特征;二是能够把新阶段新起点中国发展的实践诉求和人民群

众的新期待上升到总体布局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把握;三是不断合理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

内容划分标准和界限，逐步深化了对原有内容的科学理解。
4. 2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思想的

整合创新。“四个全面”既是一个重大战略布局，也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发点和主题。每一个方面的战略布局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形成、展开并为

其服务的。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其阶段性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

告中最早提出的，经过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不断修改和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

段性战略目标。其二，“全面深化改革”是其必由之路和根本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历了从“摸着石头过河”、重点突破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艰辛

历程，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其三，“全面依法治国”是其基本方略和法治保障。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开启了法治建设的历程;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

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绘就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路线图。其四，“全面从严治党”是其关键所在和政治保

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同时，也开启了党的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三届四

中全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五大提出了面向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

一系列目标和部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开启了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由此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穿并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以及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实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战略布局思想和实践的双重整合创新。
4. 3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整合贯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基于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这

五大建设统一并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过程，是对事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的具有全面性的总体性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基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提出的，具有明

确的阶段性战略方向、重要领域和主攻目标，并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长远发展也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紧密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展开，而“五位一体”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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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每前进一步，也都为“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提供支撑。
综上所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基本形态、理论成果、布局设计的整

合创新，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认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一个新境界，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

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实践内涵和价值内涵的整合创新，进一步深化了全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本质属性、内在特质和指导意义的整体性认识;关于“四个自信”并列提出的科学论述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整合创新，进一步深化了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内涵和发展规律的整体性认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重大成果的科学论述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整合创新，进一步深化了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认识;关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布局”的科学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设计的整合创新，进一步深化了

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认识。这一系列新认识，为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创造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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