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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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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 70 年，经历了初步构建、曲折整合、拨
乱反正、转型重塑、创新发展以及全面深化等不同发展阶段。回顾和审视 70 年建设历程，提炼和总

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遵循; 契合国家发展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建设的基本原则;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取向; 应对各种思想文

化的交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需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性; 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夯实意识形态

物质基础，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工作导向，彰显意识形态

建设的人民性; 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社会主义国际影响，寻求意识形态建设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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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将意识形态建设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之一，根据党和国家

发展的实际及面临的现实问题，持续推进意识形态

建设。审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历程，凝练

其中的主要经验，是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波澜壮阔历

史的最好纪念。当前，规划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未

来走向，不仅有助于明确思路，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体系，更有助于指导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建设实践，不断开创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

一、伟大进程: 新中国 70 年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的历史审视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

作与发展大局，意识形态建设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理

论和实践探索。通过不断的探索，深化对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加强马克思主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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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持续推动中国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多维发展。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可

以将 70 年意识形态建设伟大进程分为 6 个阶段。
1．1949—1956 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初步构

建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和国际

形势的变化，中国有计划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

造，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主要开展“反帝反修”运

动，揭露西方帝国主义的欺骗、奴化思想。在批判资

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同时，树立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明确提

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领导或推广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包括爱国主

义的宣传) ，领导或推广对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批判”［1］。为此，开展了大量针对性工作，比如创建

和成立马列学院，用于开展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教

育，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水平; 开展全民性的马克思主

义基本知识普及运动，让人民群众真正了解和掌握

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和观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成立专门的宣传机构对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开展宣传工作; 开展克服旧思想，接受新

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确立马列主义在思

想文化工作中的理论指导地位等。通过一系列思想

改造和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

全社会得到认同。这一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

同时，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初步构建。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

识形态，成为党和人民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2．1956—1976 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曲

折整合阶段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也进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提出，要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

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2］。中

国共产党冷静思考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把马克思

主义与国情和党情紧密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

造性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比如针对社会主要矛盾

的转变，强调意识形态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

工作;“双百方针”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指

导方针; 高度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和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六条政治

标准”判断人们言行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帮助人

民群众武装头脑等。但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的经验，也源于革命时期形成的工作惯性，

出现了“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 1957 年的反右派

斗争扩大化，随后是 1959 年庐山会议直接将意识形

态领域阶级斗争上升到公开化、白热化的程度。由

于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夸大了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

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3］，最终导致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该

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这一阶段，意识形

态建设表现为错误与正确交织的曲折发展。虽然过

分夸大和激化阶级矛盾，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

失。但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始终

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没有变。“这

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迅速实现了整合社会的显

著功效，全面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

形态生活中的一元指导地位”［4］。
3．1976—1981 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拨

乱反正阶段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宣告十年“文化大

革命”结束，长期被压抑的文化界欢欣鼓舞。“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意识形态建设面临重大考验，那就

是要突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重新回到科学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恢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生机活力。1977 年 5 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两个凡

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5］。为排除“两个凡是”的错

误思想障碍，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翻“两

个凡是”错误思想的立论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拨

乱反正，为大量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最终实现了全

社会高度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建设开始紧紧围绕经

济建设展开。改革开放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

任务，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6］。之后，“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底线，有力地回击了

各种企图丑化和黑化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

潮。同时，针对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反

“左”和反右的思想斗争。直到 1981 年 6 月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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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六中全会顺利召开，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文化

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标志着意识形

态建设的拨乱反正任务完成。这一阶段，批判清理

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思想，实现了“正本清源”
“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历

史性转折点。
4．1981—1992 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转

型重塑阶段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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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了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主

题。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意识形

态建设在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方向的基础

上，维护政治环境的稳定，发挥政治功能。同时倡导

以公平与效率为核心的经济价值观，将社会主义的

自觉性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有机统一，不断促进生

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

开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作为出发点、价值目标和判断标准，通过一系

列的改革举措，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重拾信心。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建设逐步从“革命型”向“建设型”转型

发展。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系统论述

了“社会主义本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

有利于”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推动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这一阶段，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回答了

“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键问

题。通过消除人们对“姓资姓社”问题的疑惑，实现

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的整合

与引领，重新塑造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

引领力。
5．1992—2012 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创

新发展阶段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建设，“这方面

工作 做 得 好 不 好，直 接 关 系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的 成

败”［8］。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强

调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尤其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通

过切实增加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深入持久开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加强全社会范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思

想道德素质。明确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和抵

御，时刻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破解西方国家对

我国分化、西化的图谋，帮助国人坚定社会主义理想

信念。始终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一元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进入 21 世

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

展观。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本取向，充分凸显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主体能动性。尊重社会主体多

样性的价值追求，不仅仅追求经济的发展，也要追求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增强

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利于打造意识形态

建设的良好氛围，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的深化。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具体开展意识形态建设

的方向和方法，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建设。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实

践经验，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重

要理论成果，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内涵和外延，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更加系

统更加完善。
6．2012 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跨入全面深化

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发展

新时代。新时代出现了许多“新”，包括新起点、新

方略、新征程、新目标、新矛盾等等。在这样的新时

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适应时代需要，

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包括新定位、新任务、新制

度、新手段等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集体，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为谁建设、谁来建设、建设什么、如何建设的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目标; “两个巩固”
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任务;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类

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同价值理论”，是意识

形态建设世界维度的重要彰显。现阶段，注重意识

形态建设包括主体建设、理论建设、实践策略、制度

建设等。例如针对“四大风险”与“四大挑战”，加强

意识形态队伍建设，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信

息化、网络化的社会现实，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

尤其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容建设。针对“全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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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发展，宣传平台的多样和复杂，注重社会各界的

互助合作，形成全社会大宣传工作体系，掌握意识形

态主阵地和主战场。“配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的根本制度”［9］。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决定

着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要把握新形势、新挑

战，努力寻求新突破、新方法，多维度锐意进取，着力

打造融通中外，富有权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

二、主要经验: 新中国 70 年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的成功之钥

进行历史审视，不是为了简单评判 70 年中国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历程，也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

上享受前人成果，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的成功经验，就蕴含在 70 年的伟大进程中。尽管在

不同阶段，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背景和主要任务不

同，但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

建设，立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发展的实

践，积极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处于根

本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在

长期的革命、改革、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的基本经

验，也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经验。几代中央

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意识形态工

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

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思想

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主义因为其鲜明的科学性、先
进性，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

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指导实践的作

用，也发挥了团结和凝聚的重要作用。从新中国成

立之初，确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国家

意识形态，到拨乱反正中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在战略推进中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

直到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作为根本制度。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

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才能取得瞩目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就有亡党亡国的风险，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不能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建设，就有

社会动乱、人民思想混乱的危害，“文化大革命”就

是惨痛教训。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

魂，是我国发展的精神旗帜。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与创新发展，用发展

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多样性思想，用时代化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实现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前进。
2．契合国家发展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的基本原则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

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

部分，当意识形态建设能够契合社会发展的时候，才

能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契合国

家发展的中心工作，与中心工作保持同向同行，才能

推动国家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三大改造，

意识形态建设契合三大改造的中心工作，开展“反

帝反修”运动，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同时，确

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

态，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的新时期，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意识形

态建设强调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但是一段

时间，出现了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建设

超越了经济建设的地位，出现了意识形态中心论，影

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内容和实践基础。意识形态建设

作为社会发展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必须服务于

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

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提

出“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

保障; 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

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10］。这句话

阐明了意识形态建设与国家发展中心工作的关系，

既不能一实一虚，也不能一强一弱。意识形态建设

契合中心工作，这不仅是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遵循的

基本原则，也是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需要坚持的重

要经验。新时代，坚决牢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

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统一起来，既要有“硬实

力”，又要有“软实力”，二者形成强大的合力，相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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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成，才能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辉煌。
3．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从其表现形式看，是人们在进行价

值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追求”［11］。我国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以

维护和提高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和价值目

标。意识形态建设无法脱离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宗

旨要求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充分代表人民利益。只有

真正维护人民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最大

限度凝聚党和人民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

东同志认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

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2］。他认为只有充分维护和满

足人民的利益需求和内心期待，人民群众才能自发

接受马克思主义，才能与中国共产党形成心理共鸣。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认

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一切工作

得失成败的判断标准。江泽民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兼顾好、协调好新

兴阶层的具体利益，提升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凝聚力。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强调人与

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进入新时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以维护

和提高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思考问题，强调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提出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关注现

实、主动回应、解决问题，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使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建设始终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

值取向，这是建国 70 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

理论和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新征程必须践行的重

要启示。
4．应对各种思想文化的交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

程，我们旗帜鲜明地抵御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思

潮，应对各种思想文化的交锋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意识形态

领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批判各种反马克思

主义思想，契合三大改造的工作，开展“反帝反修”
运动，批判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官僚资本

主义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解放思想的

过程中，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反“左”和反右的运动，

成功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但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滋

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

想。尤其是近年来，打开国门的同时，西方错误思潮

主要以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隐性

形式继续开展着“和平演变”的企图。甚至通过新

的传播渠道，渗入网络世界，颠覆网民尤其是青年人

的价值观念，企图通过“非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

态化”摧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错误思想和思

潮实质上是否定改革、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

义。为此，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多

样思想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揭穿这些错误思想和思

潮的本质面貌，揭露这些错误思想和思潮的危害和

传播手段，帮助人民大众认清是非。在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加强理想

信念教育，把全体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下，筑起坚固的精神长城，抵御西方持续不断

的“和平演变”“意识形态阵地战”的攻势。新时代，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此起彼伏，意识形态建设极端

重要。面对错误的思想和思潮，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同时探索应对

各种思想文化交锋的新举措、新办法，使人民群众自

觉、自发地开展批评、批判错误思想和思潮的行动，

以维护改革开放的宝贵成果。

三、未来走向: 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的逻辑进路

我国 70 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历程，既为我

们揭示了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经验，也为新时代意

识形态建设奠定了基础。新时代预示着新机遇，也

充满着新挑战。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会有艰难

险阻，会有泥泞荆棘，但是依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

变化，积极推进意识形态时代性建设，我们有信心探

索未知，引领时代。
1．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

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性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可马克思主义所面

对的国家、面对的问题是具体的、变化的。”［13］基于

此，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建设，从新的实践和不断变化的国情中，

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保证思想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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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科学发展

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拥有正确的思想指导与方向引领

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具

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与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具体结合，成为有中国

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首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在中国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实现马克

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

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代主题相同

步，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迎合时代的发展，满足时

代的需要。世情、国情、党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

的特点，对应的意识形态的建设也会有所不同。这

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紧跟时代，才能指导中国的

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与人民需求相契合，通过人民乐于接

受，易于理解的话语和形式，被人民掌握，成为人民

的思想武器，最终能够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根本的就是走入群众，所以，开

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至关重要。在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建设，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性。只

有将马克思主义真正与国家发展相结合，与时代主

题相同步，与人民需求相契合，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挥其指导实践的重要

作用。
2．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夯实意识形态物质基础，

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性

意识形态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经济建设为意识

形态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

性。要彰显意识形态“软实力”，必须首先提高经济

发展的“硬实力”，只有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提高社

会生产力水平，才能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基础，

提升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巩固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最终说服那些不相信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需要的就是我国经济的发展，

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实，验证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凝聚和引领作用。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国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统

计，经济总量从 1952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679 亿

元，发展到 2019 年突破 90 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 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52 年的仅有 119 元到 2020 年

初突破 1 万美元大关，我们经历了由站起来到富起

来如今走向强起来的过程。正是这一系列亮眼的数

字，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也正是

这一系列亮眼的数字，带来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

制度认同感的提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满意

度的不断提高。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

转化，但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发展制约着美好生活

的梦想，现实与目标之间尚有差距。为进一步增强

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基础，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进一步提高传统生产力水平，从量变产生

质变，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和“中国创

造”。正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让人民在物质

富足的基础上，实现精神世界的幸福和知足，从而理

解、接受、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觉参与并积极

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工作导向，

彰显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性

工作导向表明工作态度和工作立场。习近平同

志在 2016 年 2 月 19 日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他提出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三个坚

持”，其中“一个坚持”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14］。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态度，彰显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性，从而赢得人民的

支持和拥护。时代的发展势必带来人民需求的发

展，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的诉求都变得更

加多元和强烈。但是，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变”，才能应对新时代意识

形态工作的“万变”。新时代开展意识形态建设，首

先得明确“为了什么人、依靠什么人”。中国是人民

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

私利，始终为了人民，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人民，

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形成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意识形态建

设必须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相结合。真正立

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建设，不讲“假大空”，而是真抓

实干。无论是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增加语言的亲和

力，使被动灌输变为主动吸收。还是社会主义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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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工作，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回馈人民群

众的精神需求。亦或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意开

发人才，凝聚人才，引导人民为了梦想奋斗。总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工作导向，不能只

停留在话语表达上，也不能止步于思想创作领域，而

是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

真正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提升人民的

幸福指数。
4．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社会主义国际影响，

寻求意识形态建设的世界性

当前，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是一些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逆时代潮流推行强权政治、单
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

的意识形态对立。个别国家甚至公然刁难社会主义

国家，采取舆论宣传和经济贸易战等隐性和显性交

互的形式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增

强交流与合作，提高认同与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作为现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在复

杂的国际环境下，谋求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谋求中华

民族复兴可谓任重道远。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

中国需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社会主义国际影

响，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让世界

充分了解中国，寻求国际认同。要以中国历来具有

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对待国际上的各种思

潮。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进程中，继续坚持“洋为

中用”的传统，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合理要素，博采众

长，综合创新。充分利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明成果

实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使其成为新时代我国意识

形态建设的构成要件，更生动地阐释中国的发展道

路，展现中国的大国形象。“截至目前，《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面向全球已出版 30 个语种 35 个版本，

《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
《中国关键词》《读懂中国》《丝路百城传》等系列图

书持续热 销，为 各 国 读 者 读 懂 中 国 打 开‘思 想 之

窗’”［15］。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

一路”等理念，表明中国的建设并不是一座孤岛，而

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今后，必须注

重提高我国对外宣传的统一性、整体性、逻辑性，提

升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公信力、说服力。我国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

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定能获得世界

人民的认同，为世界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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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Background，Core Claim and Action
Program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Global
Governance /HUA Yong (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required
to put forward the new idea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cause of
the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transfer of international power，the
increasing interdepen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severity of global issues．Based on
Marxist view of the times，Xi Jinping’s thought on
global governance inherits China ’ s traditional
“Tianxia view” and the ideology of new China’s
peaceful diplomac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wide
consultation，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to
construct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Xi Jinping
proposes building an open，innovative，linkage and
inclusive world economy，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common，comprehensive，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adhering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common，green and rule of law，and establishing a
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respects
sovereignty and cooperates with each other． Xi
Jinping’s thought onglobal governance is a scientific
system with rich connotation and strict logic，
contributing to China’s wisdom and China’s progra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wards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principle of wid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 community of
dommon destiny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X Jinping’s
“People-centered”Discourse /HUANG Xinquan，et
al ( School of Marxism，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 People-Centered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is important
discourse has made an insightful exposition，creativ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o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realistic people”，“the
masses are the main body of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in history” and “the masses are the

decisive force to promote human historic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which has made innovative
contributions to enriching the fundamental view of
“people creating history”． It embodi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all mankind”
and serving the people，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value
practice of safeguard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and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Marxist values
required in this era． It develops the ideological
methods with the times to obtain correct understanding
from the people，expands the leadership methods to
strengthen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and the cadres and the masses，and creates
the working methods to develop，realize and safeguar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which
embodies the method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Marxism．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to thoroughly explain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People-Centered discourse．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leading cadres in the New
Era to act responsibly and make achievements at work．
Key words: people-centered; view of history;
values; methodology

The Course，Experience and Future Trend of 70
Years’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New
China /HE Mei ( Ｒesearch Center of Socialist
Ide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China’s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has
gone through 70 years of ups and downs，and has
gone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such as
preliminary construction，twists and turns integration，
rectifying chaos，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trospect and review the 70 years’
construction and to refine and summarize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These experiences mainly include:
adhering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s the
fundamental observance of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the central work that fi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maintain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coping
with the confrontation of various ideologies and
cultur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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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alist ideology． At present，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of
developmen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nature of ideology construction，vigorously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ideology and enhance the
reality of ideology construction， adhere to the
ideological work orientation of“people-centered”to
highlight the people-oriented nature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enhance th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socialism and seek the globality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70 years of New China;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course; experience; the New Era
Path Selec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Public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Legal Consideration
on the Epidemic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
LU Haibo，et al ( Law School，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The epidemic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exposed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Whether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r hospitals as public
institutions should disclose relevant epidemic
information has aroused widespread public concern．
The Ｒegulations 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ly makes principled provisions．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the least reserved application”，
“maximum application” and “removing from the
regulation” have different flaws． Although public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as a whole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administrative
agencies，their internal subjects are not completely
the same． There are certain particu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ublic subject and the public
purpose，so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dual paths of
“entering regulations ” and “ removing from
regulations”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not using a
unified path． When public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meet the criteria of “substantial control”，“public
interest”and“weak competition”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follow the path of“entering regulations”，
otherwise，they should follow the path of“removing
from regulations”．
Key word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public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dual path; into the
regulation; removing from the regulation
Value Logic，Practice Path and Ethical Ｒeflection
of Embedding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to
Epidemic Management /HU Ｒui ( School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211100，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a new network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blockchain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providing a
new focu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practic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face of
disaster and epidemic is not only a governance activity
under the social emergency state， but an ethical
practice driven by moral will． Due to its multi-
dimensional value characteristics and ethical goals of
disaster and epidemic control，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expected to empower the existing disaster and
epidemic control system． At the same time，as a new
technical means and disaster governance framework，
the ethical risk of blockchain enabling disaster
governance may exceed its own ability boundary．
Therefore，we need to be alert to the possible value
devi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disaster
management．
Key words: blockchain; governance of epidemic;
practice path; ethical reflection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Big-data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Epidemics /MEI
Xiaoya，et al (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Manage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 All major pandemic diseases and
epidemics hav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wide scope， cross-region， on a social and global
scale． The control of pandemic diseases and epidemics
in line with full factors and whole process need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modern digital
technology of big data． Taking the full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 NCP)
outbreak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pandemic as a
cas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such as support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upporting virus
tracing and analysis， supporting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diagnosis，accurate monitoring and
judgment of epidemic situation，effective screening of
epidemic situation， tele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curate early warning of epidemic
situation． It proposes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such as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judgment of the situation，the building of a“six level”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from the state to
the community， scientific and precise soci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AI intelligent
innovative medical products， intelligent medical
industry and the socio-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The problems
of data accuracy，data segmentation，data disclosure
and insufficient privacy protec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epidemic diseases are pointed out．
Key words: big-data; major pandem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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