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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蕴含着鲜明的科学方法论导向。在《反杜

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恩格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

三大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以及三者之

间的内在关联性，论证并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结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四个重要导向：以实践

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历史生成的研究方法、客观辩证的研究方法、科学发展的研

究方法。在此科学方法论导向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呈现出新境界，

其主要表现在：坚持实践的观点，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历史的观点，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辩证的观点，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

战；坚持发展的观点，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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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然史和人类文明史如何认识、解读、反
思和借鉴，是人们从世界观到方法论所面临的

首要问题。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将世界观和方法

论进行了二分，并导致了两者的对立，以这样的

哲学观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成了追求

两者如何能够达到一致性的问题。而马克思

“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原本就是一体的。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马

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

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

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１］《资本论》《神

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呈现出

十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导向。尤其

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恩格斯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

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的基本思想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论证

并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论。更为关键的

是，恩格斯在这些相关著作中给出了马克思主

义科学方法论的四个重要导向：以实践为基础

的研究方法、历史生成的研究方法、客观辩证的

研究方法和科学发展的研究方法。

　　一、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
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都离不开对人与自然的

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

究。这些问题都是人作为能动性的实践主体，

从现实生活出发认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实现人的社会关系

总和的协同效应。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能否认

识到人类实践的主体性、能动性特征和人的本

质问题，既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也是

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区别。

其一，实践的主体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

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１］“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

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２］５１９在《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全

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

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

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２］５０１

从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

示：一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必然具

有实践特质；二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远离现实

生活的所谓神秘的抽象或观念，必然能够在社

会生活中找到其真相。这里的主体性概念，其

认识论维度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如何

正确理解“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的内在

关系问题。

其二，实践的能动性特征。在《自然辩证

法》中，恩格斯指出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

所存在的方法论问题：“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

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

响……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

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３］４８３“我

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

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

律。”［３］５６０由这些论述我们至少可以明确：（１）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只看到了自然对人的支配，

而看不到人对大自然的反作用；（２）对人类实
践的互动性认知，既不能割裂人与自然界的相

互作用，更不能忽略人类在掌握了大自然之客

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能动性所带来的影

响。另外，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社会力

量的能动性研究进行了如下论述：社会群体的

力量是像自然力一样可以被认知的，一旦掌握

了社会力量运动的“活动、方向和作用”，就会

使社会力量“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从而

“达到我们的目的”［３］２９６。这个判断既指出了以

人为主体的社会科学是完全可以被认知的，也

指出了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任务和研究方向。

其三，人的本质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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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２］５０１恩格斯正确概括了劳动在

人类文明史上的关键性作用：“劳动是整个人

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

身。”［３］５５０人的本质内涵有别于动物群体的自然

属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更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

所决定的“共在”关系属性。正像马克思恩格

斯对语言存在的社会关系表述一样：“语言是

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

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

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

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

是为我而存在的。”［２］５３３因此，我们也可以同样

从社会关系视角来理解国家、货币体系、互联网

等一定社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复杂社会现象。

另外，在劳动分工所引起的社会关系变化过程

中，有着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大分工，让生产和

消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作为生活的真实存

在融合于现实之中。这是人类整体性的社会分

工协作所涌现出的一种新秩序：有协同效应，有

矛盾冲突，也有规律可循。

　　二、历史生成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最为重视的历史科学是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起点。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我们仅仅

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２］５１６在他

们的语境下，历史科学主要包括两重内涵：一与

世界观相关，认为世界是历史的，历史是生成

的，而人类历史的生成恰恰是人的合目的性的

活动结果；二与科学观相关，把科学看作人对于

历史活动的认识，即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

能够实现自我的实践与革新。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诸多著作中给出了这些方面的论证。

其一，关于历史生成世界观。宇宙的起源

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无数哲学家所探究的第一命

题，直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最为盛行

的神创论世界观和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直束

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

法》中提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实现

了机械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彻底转变，困惑牛顿

的第一推动力被排除了，因为“地球和整个太

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

……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

的地质的、地理的和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

物，也一定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不仅在空间中

必然有彼此并列的历史，而且在时间上也必然

有前后相继的历史”［３］４１４。这种历史生成观类

似于中国人所崇尚的生生不息、世世代代绵延

不绝，也正如凯文·凯利所形容的“活序”自组

织的自我生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生不

息……生命是生成的循环，是自身催化的迷局，

点火自燃，自我养育更多生命，更多野性，更多

‘生成力’。”［４］１６３－１６４恩格斯认为，“人离开狭义

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历

史”［３］４２１－４２２。另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中，恩格斯还概括了人类社会的三次大

分工：第一次是游牧民族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

分离出来，出现了首次剩余产品的交换，母系氏

族被父系氏族替代；第二次是手工业和农业的

分离，出现了为了交换目的而生产的手工业；第

三次是商人的出现，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分工，

因为商人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交换活动。恩格

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社会变

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

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

代的经济中去寻找”［３］２８４，进而认为“政治经济

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３］１５３，“人们在生

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

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

都是一样的”［３］１５３。这些论述都带有十分鲜明

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导向。

其二，关于历史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指

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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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

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

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５］４７０－４７１这里的“承

继下来的条件”不仅仅是指物质条件，也包括

诸如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条件，当然

主要是人类既往剩余劳动的历史积累，它支配

着人们当下创造历史的活动，使创造历史的实

践活动成为受到物质运动规律支配的活动。而

物化劳动———包括作为当下社会实践条件的既

往剩余劳动的物质积累（“死劳动”）和在其支

配下正在进行的有创造力的人（“活劳动”）本

身，正是这样的社会物质集合体，成为人类历史

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物质再创

造过程。通过对以上各种历史推动力的追溯会

发现：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是

人类社会的物化劳动，物化了的劳动产品成为

支配人当下进行生存与发展实践的客观条件，

在其支配下的正在进行的劳动将进行着未来社

会物质生活的再生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其

创造物呈现为一代代人所留下的物化剩余劳动

和风俗伦理习惯，其产物和过程是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力量，其中必要劳动只能

维持个体的生命过程而不能进行历史积累，只

有剩余劳动才能进行历史积累进而转化为人们

进一步创造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因此，马克

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一

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

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

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

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

境。”［２］５４０这就是现实的人类历史，也是历史的

未来面目。

其三，关于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

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

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

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

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

明这种行动。”［２］５４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有如下经典描述，“资产

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

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

级的生产方式”［５］３５。由此，１８８０年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内容的基础上，出版了《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

二编“政治经济学”中表述了马克思发现的剩

余价值问题：“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

的呢？它既不能来自买者以低于商品的价值购

买商品，也不能来自卖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

卖商品……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

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３］２１１－２１２世界历史

也正是经济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历程。正如马克

思提出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

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

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

当成剧中人物吗？”［２］６０８资本的全球化不仅逐步

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更导致全球少数人成

为资产阶级而绝大多数人成为无产阶级，从而

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具有自我反思

精神的人类必然要从这一根本矛盾中超越出

来，从而实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产阶级

为之奋斗的“世界历史性”大超越———共产

主义。

　　三、客观辩证的研究方法

　　辩证法在方法论体系中占据很重要的位
置，但是在应用中不能将其单独使用，需与演绎

法、归纳法结合在一起综合应用。黑格尔通过

抽象概念的理性思维替代直觉的知性思维完成

了现代辩证法的创立，而马克思则把黑格尔的

辩证法作了倒置，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与方法论。恩格斯分别在《反杜林论》《自然辩

证法》中对这个研究范式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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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３］１４２“只

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

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

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

证科学中消失掉。”［３］４６１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正

是从“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过程中抽象

出来的最一般规律。恩格斯进而将辩证法阐释

为三大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

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

规律。”［３］４６３

１．量变质变规律
自然界中的一切自然现象都遵循从量变到

质变的规律，恩格斯把这个规律表述为：“在自

然界中，质的变化———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按

照各自的严格确定的方式进行的———只有通过

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

能发生……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

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

物体的质的。”［３］４６４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社会

运动也具有明显的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剩

余价值的量变积累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乃至失

业率升高，进而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无序状

态：因为财产的所有制所带来的消费不足，导致

社会化再生产无法进行，使得作为社会化再生

产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可供支配的劳动力

都闲置起来了，从而都显得过剩了。这正是从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中辩证分析其生产方式的科

学方法论导向。

２．对立统一规律
恩格斯从生物界的演化过程阐明了对立统

一规律：“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

每一瞬间，都和自身同一而又和自身相区别，这

是由于各种物质的吸收和排泄，由于呼吸，由于

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

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

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３］４７５－４７６同

一与差异、一般与特殊、必然与偶然既相互对

立，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知性的思维

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出现两

极化，在对立中运动一样，思想也是如此。”［３］４７２

同样，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

资本与劳动服从对立统一规律：“机器，用马克

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

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

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

人的工具。”［３］２９１从而，就推论出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发展悖论：一部分人运用机器的“过度劳

动”成了迫使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这就从

对立统一规律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症

结所在。

３．否定之否定规律
关于这个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

了详尽的解读：“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

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

法把它毁掉……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

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

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再扬弃这个否定。

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时候，就必须使第二次否

定能够发生或者将会发生。”［３］１４９这段话至少给

出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三个清晰判断：其一，不

是简单的否定（毁掉）概念；其二，不是形而上

学狡辩式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么简单；其

三，有二次否定的必然发生，在否定中孕育着否

定之否定的胚芽。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

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主导力量在否定前面发展时

期统治阶级的同时，也孕育着否定自己的力量。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

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

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

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５］４３这

个否定之否定呈现在一次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和

金融危机的爆发。恩格斯曾指出，资本主义社

会的生产方式在开始阶段就因为财产的私有制

和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排挤着工人共同享有

社会劳动成果，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家也会同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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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受到排挤，成为过剩人口［３］２９５。这就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推论出来的资

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和宿命。

　　四、科学发展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有鲜明的科学
发展观导向，主要呈现在三个向度：自然发展

观、演化经济学思想、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

也对科学发展研究方法进行了相关阐述。

１．自然发展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用演化来论证

自然界的发展：“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

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

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

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

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３］４１８而演化

必然包含有进化和退化，从辩证法视角看退化

可能恰恰是进化的阶梯，即孕育新事物进化的

“胚芽”。那么什么是进化的发展呢？当代进

化论研究者凯文·凯利给出了超级进化的七大

特征：“不可逆性、递增的复杂性、递增的多样

性、递增的个体数量、递增的专业性、递增的相

互依存关系，以及递增的进化力。”［４］６１２这就是

从无机到有机、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化或发展，生

命利用无机物质世界，将其转化为更为复杂的

有机物质和组织。由此可见，真正的科学发展

观具有开放、进化、复杂性递增、远离平衡态、不

可逆、非线性等明显特征。所以，恩格斯在《自

然辩证法》中在论证了人的能动性之后，同时

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辩证关系，我们人

类只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尽管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对自然

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

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３］５５９－５６０。恩

格斯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正确利用大自然

的必要性，必须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因为人与自

然不仅是共融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更是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

２．演化经济学思想
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蕴含着明显的演化经

济学思想。比如，在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

困》中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

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

变的、永恒的范畴”［２］５９８，但“一切存在物，一切

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

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

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

等”［２］６００。可以看出，不仅大自然是演化生成

的，而且历史化的社会关系、工业化运动都是演

化生成的，尤其是经济关系也必然是社会历史

演化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如此深刻的演化经

济学思想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直到１００年后西
方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其实，当今西方主流经

济学仍在盛行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来分析和解决

社会经济问题。事实上，一般均衡理论是一种

简单的抽象或者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状

态，供求之间的动态非平衡状态才是常态。恩

格斯就指出了这种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

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

列’。”［３］１４“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

的。”［３］５３３以至于西方经济学家也发出了“经济

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的追问。现代

演化经济学正是采用了生物学的类比和隐喻，

整合了主体性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性思想，

用演化的系统思想替代了存在的可逆性。我国

学者张彦通过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质

疑，提出了必须厘清的经济学范式的三大转向：

从均衡到非均衡的转向、从线性到非线性的转

向和从存在到演化的转向［６］。张盾还给出了其

对于存在的哲学解读：“一个存在事态以其固

持的本身性到场的可重复性越高，表示其存在

行为越有力度，构成该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

个存在向它的世界提供的消息也就越平凡。”［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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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存在之所以是存在，就在于其可

重复的到场性，即可重复性越高，存在的力度就

越大，其传达的信息就越平凡。而能够演化或

进化的事物必然具有不可逆性，且具有非凡性。

总之，相较于经典自然科学“祛魅”的研究方

法，其可以反复用实验来验证或者证伪，研究相

对没什么变化或者变化很小的存在问题；而社

会科学尤其是复杂经济学则是研究复杂性的

“变在”问题的，因为非均衡、非线性、不可逆、

涌现、涨落是其主要特征，必然是具有非凡性的

演化事物。如果社会存在仅仅就是一种物理存

在，人类社会就没什么进步意义了，故人类历史

必然生成于社会演化的过程中。

３．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中

明确地表述了他的三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

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

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

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

段。”［８］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关于人的发展的

三个阶段分别是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对物的

依赖阶段和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正如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无论哪

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

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

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

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５］５９２因此，马克

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也只有

在第三个阶段，“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

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

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２］５８２。从而，

恩格斯也进一步勾画了未来人类社会：“人们

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

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

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３］３００

总之，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既是对人类

社会历史的科学概括，也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

发展展望。

　　五、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导向下

的中国道路新境界

　　２１世纪的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单边主义、民粹主

义等逆全球化行为层出不穷，加上２０２０年的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困

难重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

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

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

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

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

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９］。世界

观决定方法论，恩格斯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科

学方法论四大导向，不仅可以为解决新时代中

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为应对２１世纪逆全球化的
主要挑战，为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提

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论；更可以把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１．坚持实践的观点：注重调查研究、实事
求是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

法论的最基本要求。恩格斯说：“在自然界和

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

出发……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这些联系

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３］４４０

因此，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采用

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要用科学的方

法对实际情况和社会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唯有

如此，才能去伪存真，发现解决主要矛盾的路

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动员全中国各族

人民的力量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之

所以能够凝聚全社会发展动力取得改革开放的

伟大成就，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调查研

究、实事求是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实事求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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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邓小平理论的方

法论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

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

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

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

验真理和发展真理。”［１０］２４３正是基于这样的科

学方法论导向，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我们党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尤其是，面对２０２０
年初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外部环境

恶化和单边主义的严峻挑战，我们党提出要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正是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现状

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做出的总体性战略调整。

２．坚持历史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
靠人民群众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

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１０］２１。这是历史选择

和历史生成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

历史生成的方法论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

斗争、艰苦奋斗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运用历史

的观点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

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

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

的坚持、改革、发展。”［１０］２４比如，中国工业革命

的最终成功，主要原因是在新中国初期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工业基础上起步的，１９７８年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激活了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

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乡镇企业高速发展

阶段，逐步发展了制造业，扩大了以远距离为主

的全球贸易，以中国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为建设

目标，渐进性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最

终建成了品种最全、种类最多的中国产业链和

工业化体系。这正表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

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

传家宝。”［１０］４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实现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大历史性飞跃，正

是来自于中国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力量和无穷

智慧贡献。

３．坚持辩证的观点：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
险挑战

客观辩证的科学方法论导向告诉我们，事

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从对立中实现统

一，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演化过程。当前全

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时期，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

史机遇期，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安全、

自然环境等外部风险，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粮食安全等内部风险，我们必须要有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底线思维，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

勇敢应战困难和防范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

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

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１０］１８４

中共十九大为应对内外部风险，专门提出了

“三大攻坚战”；随后党中央专门召开十九届中

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贯彻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了

“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

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

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

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重大判断”［１１］，并对各

种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挑战给出了坚决斗争且

必须取得胜利的最高指示。这些有关辩证思

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的一系列讲话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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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行动指南，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实践在

中国道路上的新境界。

４．坚持发展的观点：贯彻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导向启示我们，无论是

自然界还是社会都处于动态演化的过程中，只

有把握事物演化发展的规律，才能发挥人的主

观能动性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人类进入工

业化社会后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人与自然

的关系问题，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导向必然面

临自然存在的极限问题，面临地球是“人类发

展的定在”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进

入２１世纪以来，人类仍然深陷于自我制造的各
种冲突之中，从局部军事冲突到贸易保护，从资

源争夺到金融掠夺，从关税壁垒到民族主义浪

潮，各国各地区之间、单一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仍在继续拉大，从本质上看，全球治理仍是“无

序状态”，用科学发展理念实现全球治理任重

道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重视科学发

展。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重视科学发展

并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胡锦涛提出了“以人

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不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实践中

探索出来的，也是借鉴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

经验教训和研判了全球经济发展大趋势后形成

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和主要问题。其中，创新发展是因为高质量的

经济发展必须由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这是恩

格斯科学发展方法论导向所主张的进化发展

观，也是现代演化经济学所主张的“活序”革新

发展观点；协调发展是增强社会整体性发展的

必由之路，可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

问题，实现补足短板之平衡发展，从而实现“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绿色发展是马

克思主义发展观所提倡的发展方式，也是人与

自然关系和谐共生的必要条件，当然更是人民

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开放发展既是

实现人的本质属性———社会关系总和的必要条

件，也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劳动分工、优势互补，

即马克思所定义的世界历史的必由之路；共享

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

社会高级阶段逐步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追求。

总之，新发展理念不但开拓了中国科学发展道

路的新境界，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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