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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

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新的历史方位

和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是致力

于实现强起来，由大国成为强国。大国成为强国即

实现强起来，具有诸多标志。一般来讲，人们较注重

从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来谈论这些标志。其实，

实现强起来，也包括理论、思想的强起来。如果一个

国家在物质上强起来了，而在理论、思想上还没有强

起来，那不是真正的强起来。中国要实现强起来，还

要注重从理论、思想方面强起来。这就要求注重“中

国理论建构”，彰显“中国理论力量”。

一、把理论创新置于实现强起来的应有位置

真正的强大，当然首先是物质硬件上的强大，诸

如经济、科技、军事的强大，同时也必须包括理论、思

想上的强大。从哲学上讲，整个世界从根本上可以

划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大类，精神世界具有

相对独立性，也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其地位和作用不

可低估。没有物质世界的强大，一个国家发展就缺

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支撑；没有精神世界的强

大，一个国家发展就缺乏灵魂、气质、品格、格局，其

物质强大也不会持久。理论、思想的强大，自然是物

质硬件强大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

当今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也就是

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历史方位。这

既意味着我国在物质方面逐渐强大起来了，也意味

着在物质方面要继续强大起来的同时，还需要在精

神方面强大起来。精神方面的强大，主要体现在成

为“文化强国”，而“文化强国”的核心，是具有原创

性、标识性、代表性的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及其所具

有的世界影响力，而且这些理论、思想能解决中国问

题和人类问题。只有在物质硬实力方面强起来而且

也在精神文化或思想理论方面强起来，才是真正的

强起来，如果精神文化或思想理论方面还没有真正

强起来，那不是真正的强起来，也不会真正得到世界

的认同，也会时常听到“中国只会出口电视机而不会

生产价值观”的嘲讽。我们党之所以提出“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要注重全面

发展，其中包括文化发展。而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

之一，就是注重理论、思想的原创和建树。习近平同

志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

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

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在新时代，文

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

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

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

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因此，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经

济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呼唤理

论家、思想家。习近平同志又指出，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

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

一个日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在理论上

强起来，在思想上站起来，不仅要为世界贡献更多的

物质产品，也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智

慧、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从而彰显中国理

论的力量。然而，当今我国的理论、思想建构还没有

完全达到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世界性、引领性还

没有完全、真正建构、确立起来。因此，反映时代需

求和呼声，构建中国理论，彰显中国理论的力量，属

当务之急。

论“中国理论”
———理论中国与理论力量

◇韩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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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力量必须用理论力量来摧毁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西方的器物、技术、资本、制度、管理等方面，对中国

都产生了影响，但影响最大、最深刻、最持久的，当属

西方的思想、理论。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学术界、理

论界唯西方马首是瞻，凡事言必西方，我国的经济

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受西方影

响相对比较大。当然，向西方学习，一定意义上有利

于拓展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拓宽我们的学术研究

空间，提升我们的思维格局。然而，这也给我国的意

识形态带来极大挑战：在我国有些地方、有些领域出

现了“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的现象，我们一些人

的头脑成为西方思想理论的“跑马场”，西方某些带

有“病毒”的理论、思想冲击、侵蚀着我们的思想长

城、精神长城、心理长城，毒害着我们的头脑和思想，

给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带来极大风险。马克思曾经讲

过，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同理，我们认

为，理论力量只能用理论力量来摧毁。要摧毁西方

带有“病毒”的错误的理论力量，其中一个最好的办

法，就是提升我们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免疫力”，这

个“免疫力”，就是要积极构建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

构建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促进

中国成功、影响世界的“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当

我们自身肌体的免疫力增强了，就有助于抵抗外部

世界、周围环境的病毒；当我们自身的理论、思想“免

疫力”增强了，就会增强我们自己的理论判断力、理

论鉴别力、理论抵抗力，从而自然就有利于抵御西方

带有“病毒”的思想理论的侵蚀。不注重提升我们理

论的“免疫力”，只满足于喊出“坚决批判”“坚决斗

争”等震撼世界的词句，是难以从根本上破除带有

“病毒”的错误的理论和思想的。习近平同志2016

年5 月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

出：我们不仅让世界知道有一个“舌尖上的中国”，更

应该让世界知道有一个“理论中的中国”。这就充分

表达了构建中国理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意味着

理论的力量是一种绝对不可忽视的力量，是一种抵

御西方理论、思想“病毒”的有效力量。

理论力量有其来源。其一，它来自于理论思维

能力的提升。要提升理论思维能力，最好的办法，正

像恩格斯所讲的，要学习哲学和哲学史。这实际上

是一种最好的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因为哲学是时

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髓、最智慧的精华都体现在

哲学里。其二，它来自于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建构。

这种理论能反映历史规律，体现时代精神，反映实践

需要，关注民众呼声，也能深入人民的心灵世界，以

大众化的方式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因为理论的实现

程度，取决于它满足国家发展需要和人民发展需要

的程度。其三，它来自于能为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

问题即人类问题贡献智慧和方案。能解决问题的理

论必然是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即具有力量的理论。

理论力量有其具体体现。其一，对理论的信

仰。人们一旦对一种理论产生一种信仰，这种理论

就会直接指导他们的行动或活动。如唯物主义、唯

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以及一些宗教理

论。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等等；其

二，理论为人民所掌握。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

握，就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比如，改革开放40

多年以来，我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堪称“中

国奇迹”，就与邓小平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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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直接指导有关，与这些指导思想为人们所理解和掌

握有关；其三，理论的聚心、攻心作用。思想理论具

有凝聚人心或攻心的作用。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

要功能，就是用其文化、价值观、思想理论来攻心。

比如，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

义”等，就具有攻心的作用。这种理论力量对我们具

有副作用，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理论的力量。中国

共产党人之所以强调要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指导

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其中很重要的，就在于思

想理论具有凝聚人心、凝聚共识的作用。正因如此，

我们强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

重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来画出更大的同

心圆；其四，对理论的话语表达。话语的背后是道。

思想理论能提升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品质，而对思想

理论的表达，是呈现理论力量、思想理论的一个关键

因素；其五，理论的逻辑。理论逻辑的魅力是理论力

量的一种体现。一种理论若具有严密的逻辑，其呈

现出的逻辑力量之影响力也不可小觑。其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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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揭示客观真理，并能满足合理政治发展的需要。

正确的思想理论意味着对客观真理的科学认识，而

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有助于做出科学决策，当然，科学

决策有助于做正确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需

要思想理论支撑，而能支撑政治的思想理论必然具

有影响力，呈现出理论的力量。

三、深入把握中国理论及其构建的基本路径

第一，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时代或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及其实践发展新要求的全面理解和深入把握，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当今我们要构建中

国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根

本遵循，也是理论基础、思想来源。

第二，需要厘清“六大逻辑”。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要接地气，就是要走出“象牙塔”，深入实际、深

入人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近

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解和把握建党以来

近100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壮大的历史逻辑，理

解和把握新中国成立70 年以来发展的历史逻辑，理

解和把握40 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历史逻辑，理解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逻辑，进而理解上述

“逻辑”中所蕴含的中国人民的奋斗逻辑，从而把中

国历史、中国现实与中国问题搞清楚，把中国奇迹背

后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之优

势搞清楚，把好中国脉、开好中国方。只坐在“象牙

塔”里，面对的都是问题，走出“象牙塔”，就能找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人民

群众，才能读懂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才能真正理解

和把握中国问题，进而才能真正用中国理论解释好

中国实践，才能真正为人民立言。

第三，贯通中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

的清醒剂。因而要具有历史思维，从中国的历史、文

化、传统中寻找血脉、基因和源流；同时，还要汲取西

方文明、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有益的合理因素；还要把

握时代发展趋势。这叫作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

第四，要基于中国道路。中国奇迹的根源、本源

在于中国道路，中国奇迹发源于中国道路，即中国道

路是中国奇迹的发源地。因而，我们要从中国奇迹

的背后揭示出中国道路的优势，从中国道路中发掘

中国奇迹的密码。要而言之，中国奇迹要到中国道

路中去寻找。因为中国道路蕴含着领航者（谁在领

航、往哪领航）、历史方位（我在何处）、战略目标（走

向何方）、总体方略（走法如何）和推动力量（何以推

动），而领航者、对历史方位的判断、对战略目标（方

向）的确定、对总体方略的选择、对推动力量的整合，

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发展，进而促进中国走向成

功。正因如此，中国道路应成为并且也是中国理论

的发源地或实践基础，我们必须用中国理论来阐释

中国道路，或者说要基于中国道路来构建中国理论。

坚强领导、历史方位、战略目标、总体方略、推动

力量，构成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中国道路的坚强

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存在于、形成于不

断发展着的历史方位；中国道路中的战略目标，是通

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道路中的根本

路径或总体方略，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

大布局”，从而集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道路中的

推动力量，是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

体力量及其合力。要基于这五个核心要素来构建中

国理论。偏离这五个核心要素，所构建的中国理论

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信仰，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缺乏把握，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缺乏研究，是难以构建中国

理论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陶

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必须具有对党、国家和人

民的情怀。这种情怀，首先是用心，与党、国家和人

民心连心，把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上，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在心上。与党、国家、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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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距甚远，是构建不了中国理论的。其次是用

情，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这一职业当作事业，既以真

挚的职业情怀研究党、国家和人民，书写党、国家、人

民，把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书写好，把当代中国人民

的精彩生活表达好展示好，又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着

眼于人们的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为人民述学立

论、建言献策。最后是用功，集中体现为推进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功力。马克思

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

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在于抓住“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这根本弦。就是说，要构建中国理论，

坚持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是尤为重要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写出时代名篇

和历史杰作。

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理论，简要来说，就是关于

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

“强国理论”。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就是关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问

题，即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这一“强国理论”展

开来说，包括以下核心要义：

（1）历史方位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

方位（实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

（2）民族复兴论——使大国成为强国（实现强起

来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

（3）人民中心论——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和人

民幸福（实现强起来的价值导向）；

（4）发展理念论——新发展理念（实现强起来的

根本之道）；

（5）“两大布局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强起来

的总体方略）；

（6）战略安排论——“新三步走”战略（一个决胜

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实现强起来的

总体方略）；

（7）强军战略论——富国必须强兵，强国必须强

军（实现强起来的军事保证）；

（8）命运共同体论——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

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实现强起来的国际环

境）；

（9）深化改革论——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实现强起来的根本动力）；

（10）强大政党论——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

（实现强起来的领导力量）。

总之，“强国理论”就是一座理论大厦：历史方

位，好比一座高楼大厦的“地基”；民族复兴论、人民

中心论，好比夯实在这一“地基”之上的“两大基

石”；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总体布局”和“战

略布局”）、战略安排论，好比分别是从道、术、行来

讲立在“两大基石”的“三根柱子”；强军战略论，好

比一座高楼大厦的“铜墙铁壁”和“挡风遮雨的房

顶”；命运共同论，好比一座高楼大厦的“周边环

境”；深化改革论，好比盖一座高楼大厦的“建筑

工”；强大政党论，好比盖一座高楼大厦的工程师和

设计师。这一“强国理论”也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

历史方位论属于立论基础；民族复兴论和人民中心

论属于奋斗目标；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战

略安排论”属于基本路径（或总体方略）；强军战略

论、命运共同论和深化改革论属于根本保障；强大

政党论属于领导力量。

作者简介：韩庆祥，河南孟州人，原中共中央党

校校委委员、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摘自《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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