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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方法论与哲学逻辑

◇韩庆祥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二十大报告之最大的一个

亮点，就是特别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二十大报告

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强调要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必须坚持人

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六句话环环

相扣、步步递进，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体

现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

逻辑，也是贯穿二十大报告中的哲学逻辑，当然也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哲学逻辑，需要

彼此联系起来全面理解和把握。

坚持问题导向。这讲的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哲

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时代

的格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

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

也具有问题意识，注重于回答并解决“实践遇到的新

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

的突出问题”。这可以归结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

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善于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坚持好、

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不

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四卷，也据党的十

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所聚

焦解决的影响党和国家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主要

是“人民生活美不美好”“国家或民族强不强”“世界

和平不和平”“中国共产党自身硬不硬”“马克思主义

如何焕发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哲学思维

治国理政，首先具有的就是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坚持人民至上。这讲的是立场。人民性是马克

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

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

好、运用好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

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

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其中首要的就是具有正

确的政治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人民立场。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我的理解，这个立场，

就是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

的，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尺度，坚持人民至上；

把人民当作根基，牢牢扎根于人民。要言之，就是要

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

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如果立场错

了，就不能正确解决中国问题，也不能正确回答中国

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坚持守正创新。这谈的是观点或基本原理。解

决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这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放

中国问题之“的”，这是“守正”；同时，还要进一步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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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根深叶茂，用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指导新的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

走向成功，这是“创新”。所以，守正创新，实质上讲

的是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

的态度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

观点分析解决中国问题。

14



河南社科文摘 62022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XUEXIGUANCHEDANGDEERSHIDAJINGSHEN

坚持系统观念。这强调的是方法。解决问题不

仅需要立场和观点，还需要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总体上是沿着“重点突

破—全面发展—系统谋划”的轨迹走过来的。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同等重要，都是划时代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每当谈到全面深化改革

时，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强调要注重对我国的全面深

化改革进行系统整体设计（顶层设计）、系统谋划（整

体谋划）、整体推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使许多领域实现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这

实际上就是哲学意义上的问题。沿着注重“系统谋

划”这一逻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系统观

念”作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

的一个重要原则，进一步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

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

划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治国理

政所遇到的问题大都是系统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

身，需要运用系统观念这一哲学方法来分析解决现

象和本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

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等各种关系，提高战

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

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要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

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

方法，这种方法的基础，首要是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下。这突出的是世界眼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的文

化基因和家国情怀。马克思主义是谋求人类解放的

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

的政党。世界进入21世纪，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

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世界意义；世界的问题也是

中国的问题，解决世界问题需要也能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中国理论。就此而言，解决中国问题既要

立足中国，也要放眼世界，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把中国问题置于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中进行思考

谋划，进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贡

献。这就是坚持胸怀天下的深意。

坚持自信自立。这关乎思想自主、理论自立的

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往往依附于所谓的“西

方理论”而缺乏“思想自主”“理论自立”，“耕了西方

地、荒了中国田”，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逻辑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对21

世纪的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给不出合理解释，在学

术研究中缺乏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一个国

家的强大既是经济、科技、军事、金融的强大，也是思

想理论及其话语权的强大。当代中国应构建“学术

中国”“理论中国”，构建中华民族的“理论自我”“思

想自主”，为解释21世纪的世界提供“中国理论”，掌

握解释21世纪世界的理论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

论、思想的时代。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我的理解就是构建“理论中国”。这实质上是确

立中华民族“思想自主”“理论自立”的宣言书和动员

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的

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

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就是说，要对中国问

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创立

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中国新的实

践。对此，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就是“自信自立”的

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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