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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 
百年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 

与实践路径
于贵平□○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党对“五组问题”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的历史，这“五组问题”即“什么是马

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

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五组问题对应的理论成果分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主题的提升，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历史逻辑；实践路径

正确理论的产生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而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党对“五组

问题”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的历史，这“五组问题”就是

从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回顾总结自己的历史，不断梳

理并总结、概括、完善的阶段性理论主题：即“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

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五组问题对应的理论成果分别是“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理论主题的提升，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

主 义。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

100年来，我们党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回顾党的历

史，对“五组问题”的系统概括梳理是从2002年党的

十六大开始的。江泽民说：“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

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

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

经验。” ①2017年“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指出：“95

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

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

战，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②

说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思想路线，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坚持

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唯物

史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

义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

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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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③时隔一年后的

200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在继续延用前一论断的基础

上作了如下表述：“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

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

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

问题。” ④这表明党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提高，

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后交错互动中，求得了历史逻辑

的完整统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则强调，

“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

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

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

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

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⑤显然，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理论主题的接续提升。

从历史纵向维度分析，这些变化是富有深意的。

这实际上隐含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

史进程中，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完整轨迹和路径，

也就是在历史时代的变化发展中，以社会实践的现实需

要为出发点，以实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所设想的未来

理想社会为奋斗目标，不断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提

高，在提高中反思，在反思中借鉴，在借鉴中发展，在

发展中创新，在理论和实践的反复交错互动中，以理论

和实践上的双重自觉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能动精神。

正如习近平所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

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

前进。” ⑥正所谓“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

境” ⑦。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践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路

径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

无情批判和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而产生的。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

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 ” ⑧同时，《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70

年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

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⑨，即马

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相同步，

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

力、感召力。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包括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共产党，尽管不同时期关注点和侧重点不同，但在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

而根本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索上却是一以贯之的，其

探索实践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

想，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改革开放40多年

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迎来了中国从

“站起来”向“富起来”“强起来”的迈进。在理论和

实践形态上，这两组理论主题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既有历

史递进性，又有内在统一性。

第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是在解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

主义”的实践与认识的背景下生成的，其回答集中体现

在邓小平理论中。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

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老祖宗不能丢，老祖宗丢不

得，但问题是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搞清楚。” !0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

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 !1这既是总结我们党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

论，又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主题；既是开创

新时期的逻辑起点，也是整个新时期的历史起点；邓小

平理论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有历史递进

性，又有内在统一性。

第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

在21世纪来临，中国共产党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形势，

即全球一体化态势之下，主动迎接挑战而面对的重大

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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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曲折，我国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面对新

情况新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

集体，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

位，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推进党的建设为

目标，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境界，用一系列紧密

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点，进一步

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

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

党”的问题，正确界定了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并从代

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

坚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时代课

题。这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有历史递进性，又

有内在统一性。

第四，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

展，怎样发展”，是对前三大理论成果的发展、创新和

升华。首先，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

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

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

认识，因而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其次，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领域

和方面发展不够平衡的问题，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

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

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道

路，因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其三，

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要求我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完善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因而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就是

说，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有历史递进性，又

有内在统一性。

第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党的最新理论主题。对这一问

题的回答，隐含着我们党的发展目标，即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

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

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

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

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2这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再次延伸和发展，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又使这种延伸和

发展的内容明晰化。党的十九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是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确

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

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

发展。” !3这一思想来之不易，它是在中国共产党1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

实践中持续探索不懈努力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

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

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所以，“全

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这就是说，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既有历史递进性，又有内在统一性。

三、问题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

的内生动力

以上五组问题，其第一组即“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

源泉。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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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

命题，其直接的伟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

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组理论主题，核心体现在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的

精髓之中；其直接伟大实践成果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及1956年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而后四组问题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主

题生成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二组理论主题。这些理论主题合并起来，就构成

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而文化的精髓是价值观，

所以从文化层面来看其落脚点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文化自信不是一个纯学理问

题，而是一个事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前途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党的思想理

论建设的大问题。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者的

中国共产党，不仅对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

信，而且对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创造

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满怀自信。中

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既是一种对民族力量的自信，

也是一种对党的力量、对人民力量的自信。而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依

据自己的伟大实践成果，要为人类制度文化宝库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有了这个依据，我们的基本结

论就清楚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意识是中国共

产党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

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5这就是

说，在人类社会的每一特定历史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社

会问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切才是理论和思想得以产生

的“事实”依据。一部人类思想史证实了，只有学习才

可以增加我们的思想深度，只有对一个思想再加思考，

才能使思想更加深入，而当下思想触角的延伸，是通

过接续前人思想力量而实现的。人只有思考过前人的思

想，才能想得深，才能走向科学和理性。人类的思想史

就是无尽的后代人对于前代人之思想再加思考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对“五组问题”即理论主题的认识

和解决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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