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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的
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

郭风英，杨秋实

河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坚持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原则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体现，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再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经验总结，体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的内在统一。守正与创新密不可分，辩证统一，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保证，不守正就不

可能创新，不创新也无法更好地守正。必须在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的基础上，创中国化时代

化马克思主义之新；守党的全面领导之正，创党的自我革命之新；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正，创中国

式现代化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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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必须坚持守

正创新”［１］。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勇毅前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开辟了新道路，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的视角对中国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历史

发展规律做出新的探索，在理论上坚持了守正

创新。在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找到了使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

“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开创了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创造了新的人类文明，在实践上坚持了

守正创新。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

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践行中国共产党坚持

守正创新的时代要求，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的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具有重

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的理

论逻辑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２１世纪的最新发展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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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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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性的统一。坚持守正创新作为共产党人

一以贯之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在这一新思想的

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才有了强大的理论根源

和文化基因，才能实现辩证的逻辑统一。

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

的理论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

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

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行。”［１］这说明，从理论根源上来说，坚持守正

创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更离不开对时代变化

的及时跟进。

马克思主义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而验证了

其自身的科学性。在历史的创造过程中，虽然

主体是“人”，但“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

史，“人”只有在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

上，发挥“人”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成功推

动历史前进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守正”就

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创新”则是在

“守正”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历史的

进步。要将“守正”与“创新”统一于马克思主

义，实现对“守正”的“创新”，则必须寻找一个

媒介将二者统一起来，这个媒介就是实践。实

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

克思曾强调，从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２］。实践

的观点，是马克思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

科学道路，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超越，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是爆发出

前所未有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坚持守正创新的运用典

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不是教条，必须随

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

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僵化地拘

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没有出

路［３］。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都是在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基础上的守正创新，是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最本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

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

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

失去生命力、说服力。”［４］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

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大量亟

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

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守

正创新的文化基因

“守正”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礼书》：“循

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意

思是说遵循法制坚守正道的人不为世人所容，

反而那些等级僭越又穷奢极欲的人却占据着显

赫的高位。守正即恪守正道，坚持真理，秉持公

道，它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也

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共同追求之一。“创新”一

词则最早见于南北朝《魏书》：“革弊创新者，先

皇之志也。”近代维新派代表梁启超亦曾疾呼：

“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

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

保教。”［５］可见，中国的先贤们早已经看到了变

化发展乃万物运行规律，求变求新乃历史发展

必然，与时俱进乃人类进步要求。只有守正道、

求真理，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求新求变，不断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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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

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６］守正创新

就是这一精神特质的当代表现。中国共产党人

不仅继承了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而

且将这一优秀内核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一

步发扬光大。坚持守正创新既是中华传统文化

优秀内核的时代展现，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素养和政治品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守正创新的文化基

因，在近代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有不

同程度的体现。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

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创造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牢固的党性原则、无私的奉献精神、高度的文化

自信为精神内核的革命文化，这是我们党坚持

守正创新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文化根基。正是

在这种革命文化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以改

革创新、自我革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变

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新阶段

新要求，更需要共产党人有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的勇气、担当和魄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强调：“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

新。”［７］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才能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３．坚持守与正创新的辩证统一

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守正是根基，

坚持守正，创新才有方向；创新是动力，不断创

新，守正才能固本强基。只有将守正和创新辩

证统一起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特点和

时代要求，在实践过程中既坚持一以贯之又坚

持与时俱进，才是真正的守正创新。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守正与创新。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辩证法就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

命的和创新的［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因循守

旧，而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变”为“变”

提供基础与遵循，“变”为“不变”提供挑战与机

遇，“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新

时代，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挑战和艰巨繁

重的国内发展压力，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应对，在

时刻保持大党独有的清醒和坚定的同时，坚持

马克思主义不能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

能变，坚持人民至上不能变，坚持党的初心使命

不能变；在这些“不能变”的基础上，不合时宜

的理念要变，不适应时代的思想要变，脱离群众

的作风要变，消极懈怠的状态要变，从而使新时

代、新阶段、新思想、新实践在这种变与不变中

实现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中把握守正与创新。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

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人类的认识由个性

到共性、再由共性到个性的必然发展结果。这

要求人们要在特殊中抽象出事物共同的本质，

再以这种认识作用于现实实践，接受实践检验，

从而得到更科学的认识，并用以改造客观世界。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鲜明地体现了抽象与

具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新时

代，百年变局前所未有，挑战更加严峻，现实的

理论与实践都需要在创新中进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

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

立足于我国具体的现实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普遍性与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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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中把握守正与创

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合乎客观

规律的自然演进过程，也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

合乎目的性的创造历史的过程，这就要求人们

的社会实践活动要辩证处理被动与主动、必然

与自由的关系，做到既尊重客观规律，又合乎历

史潮流，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我

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才

能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同时，坚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

性中坚持了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

　　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的历

史逻辑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通过长期反复的实践

检验得来的。“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

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９］正是中国

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百年奋斗

实践中，坚持守正创新，才能探索科学理论、寻

找正确道路，才能不断取得胜利，永远走在时代

的前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守

正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

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

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思想，立志解放劳苦大众，与一切剥削、压

迫、不平等现象做斗争，以为民族谋复兴、为人

民谋幸福为己任，经过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成为

民族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坚持守正创

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革命实际，同党内出现的“左”的与右的错

误路线作斗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

思想，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

又创造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思想之“新”，从而

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

持守正创新，继续思考中国该如何走出一条适

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面对百废待

兴的新中国，政治上需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转变，经济上需要实现从落后农业

国到先进工业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

上守正创新，实现新的突破，实现从模仿苏联到

“以苏为鉴”的历史性转变。在完成“三大改

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共

产党正确认识形势，正确总结当时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

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

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

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１０］，并针对主要

矛盾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走出了一

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建

设过程中也出现过失误，但也从反面证明了坚

持守正创新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在探索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飞跃。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

产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把握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把握世界和平

与发展主题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党应对新变化、

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

执政党建设、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

较大的创新，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

开放的决定为标志，用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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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等各方面变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内生动

力，用开放将中国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中，迎接

机遇，应对挑战；在意识形态领域，从以意识形

态主导社会划分转变为市场本身没有意识形

态，以人民利益为导向进行社会建设；在执政党

建设中，以创造性地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为转

折点，开始向开放性、包容性政党的转变；在经

济体制中，由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两

个结合”，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新时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７］。新阶段，

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

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

力仍然不足，守正创新任重道远。新征程，我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三、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的时

代要求

　　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和

教训告诫我们，理论的发展推动实践的创新，实

践的创新反过来促进理论的深化，二者并行不

悖。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

双重维度的守正创新，才能守好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守

党的全面领导之正，创党的自我革命之新；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正，创中国式现代化之新。

１．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１９２１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鲜明地写进党章；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强

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

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１１］，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更加具体、更加真实

的环境中进行考察；进入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是共产党人能够经受一切风险考验的

精神支柱，是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的

理论根源。历史的实践和经验的总结都表明，

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方法论和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坚持共产主

义的正确方向，才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

进。新时代，面对两大变局所带来的风险与挑

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思想认

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引导。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就要牢牢把握贯穿于这一思想始终的基本

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基

本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只有首先明

确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才能正确把握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将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作为共产党人的最大

愿望，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共产

党人的最大追求。其次，要增强问题意识。敢

于正视问题，才能敢于解决问题，要把问题意识

作为一种思想自觉、一种工作方法，在应对困难

挑战中切实把各项工作做好。再次，要坚持系

统观念。坚持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联系的

观点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程中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理论升华。它

要求我们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

中处理好系统与要素、整体与部分、当前与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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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当前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迫切要求我们

继续深刻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

２．守党的全面领导之正，创党的自我革命

之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始终发挥着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领导中国人

民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改革开放，

完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脱贫，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系统、整体的

领导。其一，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将党的领导渗透到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层次，

才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性发展提供支撑性

力量，在“五位一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

人类文明。其二，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系统

领导，将人民性和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坚持

人民至上的同时坚持党的先进性，系统化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从客观上形成一个要素齐全、统

一高效的党政体系，才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

成为人民的主心骨。其三，只有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整体领导，将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整

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系统完整的制度体

系，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完备的制度基础，才能在现代化建设的

实践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

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

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

事业注入生机活力。”［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共产党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上，

立足国情，放眼全局，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守

正创新，奋勇前行，找到了使中国共产党跳出治

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

命。我们党敢于刀刃向内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

民的衷心拥护，来自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１２］。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我们党坚持守正创新，在党的自我改

革与社会改革的统一中寻找实践的突破口，坚

持用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精神的生成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它

在遵循马克思主义一般规律的同时，也突出了

中国共产党自身独有的执政特色、执政风格，既

有“守正”，也有“创新”。共产党之所以是至今

最先进的政党，就在于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

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无产阶级

又天然与最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生产力的发

展方向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这一

点是中国共产党与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

性。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还体现在，它

不仅只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党的成立之初

就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与广大农

民、知识分子等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也就

是说，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最广泛的群众

力量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自然得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必然能够汇聚起磅礴的中国力量，不断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１３］。就因为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才有

了自我革命的最大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精神的生成是历史与时代的统一，自我革命精

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历史演进

过程，从遵义会议、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

动、七千人大会，到新时代政治建设、党史学习、

“打虎拍蝇猎狐”，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放弃同

党内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斗争，并在斗争的过

程中不断积淀着自我革命的勇气和信念。在新

时代，我们党要继续围绕重大时代课题开展自

我革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领导体

制，改善领导方式，加强理论学习，强化理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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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以坚定的自我革命推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

革命［１４］。每一种精神的生成都有其特定的时

代要求，特别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要

守正创新，与时代同进步，在时代的涤荡中把自

己锻造为一个能把方向、谋大局的富有创造性

和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３．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正，创中国式现

代化之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

选择。经过１９世纪中期以来１８０多年仁人志

士前仆后继的努力，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１００多年的革命探索实践，经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７０多年的反复摸索，经过改革开放

以来４０多年的光辉历程，党和人民历经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鸦片战争后，各种社会

力量、社会思潮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太平天国运

动开创了旧式农民运动的最高峰，被腐朽的封

建地主阶级镇压；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维新派

企图用和平的方式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一次失

败尝试；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在垂死之际

最后的挣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暴

力手段追求民主和共和的伟大尝试；新文化运

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方面展开的一次

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然而所有这些努力与尝

试都失败了，农民阶级的旧式起义、封建地主的

自救、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启蒙都无法

救中国。当中华民族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时

候，十月革命为中国提供了又一次契机，马克思

主义为在迷惘中探索的中国指明了一个全新的

方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

会主义改造，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壮举，为中

国找到了一条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最能体现人

民民主的、最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新的历史进程，不断

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为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了科学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接续奋斗，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１］。中国

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１４

亿人口既是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也从另一方

面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优势。１４亿人

口意味着有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有着巨大的消

费力，一个有着１４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将成

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内生动力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人民至上意味着在这个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路道

上一个人也不能少！这既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

性质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本质的内在要求，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

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的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为破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

由资本的内在动力引发的社会性的金钱至上

观、无节制消费观、无边界自由观等弊端，中国

提出了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现代化方案，

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均衡的现

代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在促进物质丰富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千年大计 ”，经济社会发

展的最高标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美丽中

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

献的“中国方案”，为保护全世界生态环境贡献

的“中国智慧”，为构建美丽世界贡献的“中国

力量”，必将为全球生态文明之路作出巨大的

“中国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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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现代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着“胸怀天

下”的情怀与格局，面对多重背景下的国际格

局大调整、大变革，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被破

除，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中国仍坚定不移地秉承

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坚持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世界进步贡献中国

的一份责任。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从来都

不是矛盾的，而是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在维护世

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

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１４］。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无一不体现着中国为世界

谋和平、为人类谋未来的大国担当。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

一步。践行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求我们

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和新时代伟

大斗争的深度去把握“守正创新”的理论逻辑，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把握“守正创

新”的历史逻辑，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内

在统一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

章，唯有如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方可同心同德

共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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