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确把握守正创新对于增强理论学习宣传针对性实效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总书记这样论述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坚持
‘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结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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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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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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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宣传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社会共
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
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明确了坚持守正创新推进
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求，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理论学习宣传
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坚持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以守正创新提升
理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

11月29日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指示强调，新时代
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
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

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为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面对守正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求，如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不断加强对“两个结合”的研究和把握，持续激发理
论创造活力？如何提升学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本期《理论周刊》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分别撰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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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就
是不断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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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第二个结
合”，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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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
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二十
大报告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部分，比较全面地
阐释了“两个结合”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问题。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
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
的阐述，从 5 个方面深刻阐释了

“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两
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
宝”。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
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
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理论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内在要
求坚持“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
实现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也是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
法宝。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
遭遇了挫折教训，经验和教训从相
反的两个方面同时证明了一个道
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
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成为在中
国管用的理论，必须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注定是机械的
教条主义和主观的经验主义。

作 为 一 种 源 自 欧 洲 的“ 主
义”，要在中国生根，要被中国人
民接受和认同，必须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没有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注
定是水中浮萍，不可能成长为枝
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中国共产党
人把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重要使命
任务，注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创新的进程中把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
使命，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
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文化沃土。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牢
牢扎根，被中国人民接受、认同，
必须扎根中国大地，获得中国文
化的滋养，具有中国的“民族形
式”。离开中国文化的积淀和型
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
式将是没有实际内容支撑的空洞
抽象形式。“民族形式”指的就是
文化意义上的规定。对于一个国
家或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最具特
点，最能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特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
通过中国文化这一“民族形式”，
才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才能够
变成“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以其丰厚的历史积淀
和独特的精神气质赋予马克思主
义中国特色的文化滋养和文明基
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
所以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文化原因。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

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过程
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
断取得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理
论形态的跃迁。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丰
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
理性的最有力体现，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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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
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扎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深
刻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
文精神、道德理念，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典范。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结着中国
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
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
神，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
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具有强大
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
神感召力，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
神的时代精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我们文化主体性的最
有力体现。“第二个结合”本身就
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
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
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
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巩固了我
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结合是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
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

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
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
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
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
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
了新高度。

总之，“两个结合”是我们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
本途径，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
法宝。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
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
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
必由之路，标志着党的理论创造
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实现
了新的升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马
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理论品格密切
相关，马克思主义不是本本、教
条，而是必须运用于实践才能彰
显其普遍真理性的科学理论，也
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亲和性有
关。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
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原因在
于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融摄力，
绵延几千年不曾中断。中国文化
史上，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非常
频繁，既有东学西渐，也有西学东
渐，都是中国文化强大融摄力的
明证。

“两个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
合。中华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之间、民本思想
与群众史观之间、改造世界的实践
观与“躬行”“践履”功夫之间、“阴
阳之道”与唯物辩证法之间，以及

中华文化内蕴的“天人合一”“和睦
相处”“合群济众”思想与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
社会之间关系的构想之间，都体
现出内在相契相通之处。概括起
来，生成和存在于中华悠久文明
史之中的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宇
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表达的价值
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内在的而
不是表层的、本质的而不是现象
的相契相通，亦即二者融得进、接
得住、合得来的实然态势成为马
克思主义被中国接受、认同的文
化前提和心理基础。

“两个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
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
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
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
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马克思主

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
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
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
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
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
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
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
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
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另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
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
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
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
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
神的时代精华。“第二个结合”让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

“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理论创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理论学习宣传的成效关系到党的创
新理论能否深入人心、凝聚力量、服务发
展。守正创新是增强理论学习宣传针对
性和实效性的核心逻辑。理论学习宣传
要在新时代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必须坚持
守正创新，以确保宣传内容方向正确、传
播方式灵活有效，切实服务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

坚持守正，构建系统化学习框架。
守正是理论学习宣传的根基。要确保党
的创新理论宣传不偏离正确方向，必须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确保理论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和
统一性。成都要进一步充分发挥“蓉城先
锋”等各类学习宣传平台功能，整合基层
学习资源，搭建系统化、规范化的学习框
架，为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量身定制学
习方案，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理论学习体
系。其中，干部学习注重理论深度和政策
解读，群众学习则强调通俗易懂和实用
性。这种系统化的学习设计，不仅可以巩
固理论宣传的科学性，也大大提升学习内
容的针对性。

创新形式，增强理论宣传吸引力。新
时代的理论学习宣传对象日益多元化，传
统单向式的传播方式难以满足受众需求。
在形式上大胆创新、增强吸引力，是提升宣
传效果的重要路径。要不断探索多样化的
传播形式，为进一步创新理论宣传宣讲提
供路径，充分调动短视频、微电影等新媒体
手段，广泛开展“坝坝会”“社区微宣讲”等
活动，将理论宣传融入轻松、生动的故事化
表达中，让群众在生活场景中感受到党的
理论与实际工作的密切关联。

强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升宣传实
效。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宣传的价值
在于推动行动。理论学习宣传只有与实
际工作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指导实践的
动力，最终解决实际问题。成都要进一步
强化理论学习宣传与地方治理和发展战
略相结合的传统，增强理论宣传的实效
性。强化理论与实践结合，还需注重总结
和提炼实践中的优秀经验，在生动展示新
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成果的同时，让
理论学习宣传成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
抓手。

运用技术赋能，推动精准化传播。数
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理论学习宣传注
入了新动能。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手段，可以实现理论内容的精准推送，
提高学习宣传效率。要进一步提供个性
化的学习资源，实现学习内容的精准推
送，使理论宣传更加贴近群众的实际需
求，避免传统宣传中的“一刀切”问题。同
时要积极探索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等技术在理论宣传中的应用，提升
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体验，不仅增强理论
学习的吸引力，也扩大党的理论影响力。

融入国际化视野，扩大理论宣传影响
力。守正创新理念不仅服务于国内宣传，
也需要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作用。党的创
新理论是展示中国发展模式和思想成果
的重要内容，通过融入国际化视野，可以
提升理论宣传的全球影响力。未来，成都
可以进一步推动多语言、多文化背景的理
论宣传平台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
宣传品牌。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们要立足我国国
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
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
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
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
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
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
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
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境
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
国智慧。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
习时的讲话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鲜明气象，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标识。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
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守正是增强理论学习宣传权威性和稳
定性的根本要求。守正是理论学习宣传的
基础，是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不偏向、不
走样的重要准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其科学性和实践性为理论学习宣传
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坚持守正，要求以这
一思想为核心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为根本遵循，确保理论宣传的权威性和
稳定性。坚持守正，可以强化思想引领，牢
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增强群众对党的
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感，为党和国家事业
的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障。

创新是增强理论学习宣传吸引力和实
效性的重要动力。理论学习宣传的实效性
在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创新是推动学
习宣传内容和方式与时俱进的关键。新时
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受众需求的多样
化以及媒介环境的变化，对传统学习的宣
传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持创新，可
以为理论学习宣传注入新活力，使宣传内
容更加贴近群众生活，更易于被接受。对
于新时代的理论学习宣传来说，创新不仅
是技术和形式的突破，更是传播理念的转
变，不仅要传递理论知识，还要注重增强受
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例如，通过互动式

学习、沉浸式体验等方式，能够将理论学习
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使理论宣传更加生
动有效。

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是增强学习宣传
效果的关键准则。守正和创新并非对立，
而是辩证统一的。守正为创新提供方向，
确保理论学习宣传不偏离党的指导思想；
创新则为守正注入动力，使理论宣传适应
新时代的需求。二者的结合，能够让理论
学习宣传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理论学习宣
传需要既严谨又灵活。一方面，坚持守正，
能够保证宣传内容的科学性和理论高度，
使其成为思想凝聚的基础；另一方面，坚持
创新，能够使宣传方式更加生动、多样，让
理论学习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守正创新
的结合，不仅让理论宣传更具权威性，也让
其在不同群体中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守正创新推动理论学习宣传从“学懂”
到“践行”。理论学习宣传的目标不仅是“学
懂弄通”，更在于“做实”。守正创新能够确
保理论学习宣传紧密结合社会实际，让党的
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动力。守
正能够明确理论学习宣传的核心价值和指
导意义，创新则让理论学习宣传更易转化为
具体实践，使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通过守正创新，理论
的学习宣传能够更好地推动党的理论与社
会实践的深度融合。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学
习和宣传，可以引导群众理解党的政策方
向，激发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富裕建设；
通过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学
习宣传阐释，可以引导地方政府和群众更加
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在守正创新中切实增强理论学习宣传针对性和实效性

资料来源：求是网

面对新的时代特点
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
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
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
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
通向真理的道路。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
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
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
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
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
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
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
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

——2017年9月29
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
习时的讲话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
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
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
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
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2017 年 10 月
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境界。与时
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
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
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
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
的奥妙所在。

——2018年4月23
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
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