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战略考量

[摘 要] 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是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风险之一，事关党、国家、民族

的前途命运。步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总体呈现出向上向好

的态势，但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也层出不穷、变化莫测和不容忽视。新发展阶段防范化解意识形

态领域重大风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正确认识和

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和任务，一方面要坚定“四个自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加固意识形态重大风险防范墙，打好意识形态重大风险建设仗；另一方面要增强斗争本

领，打好风险化解“主动战”，用好战略实施“组合拳”，切实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领

导能力、斗争能力和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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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体系，决定着国家、政党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认

为，在观念上，“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

170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

态这一 ᱎ㩖حمى뙺쭟쌰Ŏ㩬ᅥ콺쮛䉶葝尠ᴀ [2]

。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

重大变化，斗争异常尖锐复杂，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必须从战略和时代高度进行总体考量

和系统谋划。

一、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

讨班开班式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环境进行了深刻分析，明确提出了以政治、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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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为首的七个领域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作为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和战略问题，

受到高度重视并被摆在突出的位置。这既是意识形态自身内在规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时代新的发展

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需要。

早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斯图特·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首次明确提

出“意识形态”的概念和范畴，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关于意识形态本质规定的认识见仁见智，

但对意识形态自身功能的认识却比较一致。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可以与军队、警察等相提并论

的国家统治工具之一，能够以一种无形的、渗透的和隐蔽的方式控制、统治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马克

思批判继承了西方意识形态思想，对德国思辨的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抽象普遍性进行了猛

烈抨击，并从唯物主义的一般意义上对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进行了阐释。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反

映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思想、观念、价值、思维等的有机整体，并建基于一定的社会

物质生活条件，“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3]

152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4]。

具体来说，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其

一，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关乎旗帜，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根本性

问题。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列宁曾指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

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5]

326

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历史视野来看，当代中国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建设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

高举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其二，防范

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关乎道路，是事关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确保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曾把马克思主义比作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和奋进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和“万里长河之泉源”，指出“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

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6]

。其三，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是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首要保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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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如果出了问题，不仅可能亡党，而且可能亡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前苏联复杂形势时指出：“苏

联为什么解体？

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7]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意识形态领域尤为复杂。意识形态领

域的斗争作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中枢神经和基石，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

战略高度全面把握和防范化解。

二、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2]

，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重大历史判断

。“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在新征程中防范

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形势判断。

从成就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历史定位，是在坚持唯物史观

和正确党史观的前提下所作出的重要结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整体工作格局的重大转变

，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阶段性质变，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一是党的理论创新成绩斐然。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

推进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

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

新发展、步入新阶段。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

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高

度重视，通过广泛宣传、教育，借助网络媒体、文化载体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8]

，已日益融入人们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与全过程，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三是文化自信明显

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文明发展与文化建设，自觉推动“五大

文明”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保

障了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文化自信显著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奠定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四是意识形态主流态势积极向好。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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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多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

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不断加强

，体系更加完善，机制更加健全，意识形态领域向上向好的态势不断巩固。

“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不仅是对历史成就的肯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步入新征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

所发生的这种全局性、根本性和前瞻性的重大变化，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其一，从世界大变局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加剧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世界多极化、多边主义以及新的世界政治版

图和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的竞争和较量发

生了重大转变。虽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统治地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但也出现了有利于社会

主义的新转机和新变化，中国制度、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越来越受

到世界瞩目和被世界所认可。与此同时，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也更加尖锐复杂，形式更加多样，对华

渗透更加灵活和更具隐匿性，如以现代化之名进行“民主输出”，以文化传播之名进行“价值输出”，披

着学术、舆论、网络等形形色色外衣的各种错误思潮甚嚣尘上等，极大地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其二，从国内战略全局来看，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新的历史方位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仍然存在，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去中国化”“去

主流化”“去价值化”等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此起彼伏。在党内，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

，已从一个仅有几十人的党组织演变为近1亿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组织，党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新

的历史方位下“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更趋复杂，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

公信力是当务之急。其三，不同领域风险交织、频发和错综复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部，国际国内、

党内党外、线上线下各种危险、矛盾、思潮等叠加，形成了复杂多变的“舆论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和

威胁。意识形态领域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党的建设、外部环境等诸多领域的重大风险相互交

织，形成联动效应，进一步加大了风险等级。同时，互联网正日益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

、主战场、最前沿”[2]，作为一把“双刃剑”，互联网的虚拟性、开放性、自由性、隐匿性、分散性、去

中心性、多元性、无界性、难控性等，让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高发区和前沿阵地。

科学认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既要看到成绩，也要把握问题，还要分析

新历史方位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高度警惕“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切实打好防范化解和抵御风险

的战略主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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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核心在于坚定“四个自信”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前提是“防范”，核心是“建设”，简言之就是要未雨绸缪，加固防范墙，打好建设

仗。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而言，防范化解的核心在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即“四个自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9]。

“四个自信”是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科学认知、情感认同、价值坚守和

行为坚定的自觉表现，即通过提升人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水平，增进思想认同、理论认同

、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以形成科学的价值信仰，并转化为自觉行为，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四个自信”理论体系总体上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样的

方向继续前进的时代课题，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大智慧和大战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一，坚定道路自信。道路问题是首要问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成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别的什么路，而是社会主义道路，它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论

述的机械应用，也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和苏联模式的模仿照搬，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开创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既具有社会主义共性又体现了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道路。其二，坚定理论自信。理论就是旗帜，理论自信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为基础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集中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含邓小平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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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

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坚定理论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关系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化解各类风险、克服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和理论上的

不坚定。其三，坚定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基础上形成

的，是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制度

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坚实保障。其四

，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深层底蕴，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对本区域、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肯定，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

信，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意识形态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不断铸就文化新辉煌，书写人类文明新形态。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新的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

定“四个自信”，从根本上讲就是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和灵魂，积聚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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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关键在于“增强斗争本领”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既需要打好“建设”城墙基础，又需要锻造和提升斗争能力，切实增

强斗争本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更趋复杂，必须贯彻落实下好风险防范“先手棋”、打好风

险化解“主动战”、用好战略实施“组合拳”的总体策略。

其一，提升领导能力，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也是时代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是党

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

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1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斗争中诞生、成长、发展和不断壮大，练就了坚不可摧的斗争本领

。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性

和优势决定的，又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任务的迫切需要。坚

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首先要坚持正确的党性原则，牢记初心使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为根本宗旨，做到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守住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守住守好意识形态安全的底

线红线。其次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党在

意识形态的领导能力提升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必须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文化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党的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

其二，提升斗争能力，打赢意识形态重点领域的“保卫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严峻，面对风险

和危机，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互联网是新时代意识形态交锋、斗争

的前沿阵地，把握了主动权，也就守护了主阵地，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论述为指导，切实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健全网络法治体

系，完善网络管理体制机制，规范网络行为，夯实网络阵地。高校和青年学生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

重要领域和重点人群，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重大风险，需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牢牢把

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大思政观，打造“三全育人”新格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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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提升管控能力，构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安全网”。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斗争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必须强化风险意识，观大势、思大局，构筑一整套风险防范化解的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意识

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研判、识别、评估、处置等能力。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风险研判

和评估机制，重点监测重要领域、重点地区、关键人群的思想动态、价值冲突，特别是借助大数据获

取最新动向和信息，判断信息流向，预判风险走势；二是要完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和协同机制，在风

险预警、风险发生、风险排除等多个环节，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制，不同责任主体、不同部门既要职

责明晰，又要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同时还要广泛协同，共同合作，发挥风险防控合力，形成运转高

效的运作机制；三是要建构意识形态风险阻断和治理机制，在精准研判和防控基础上，制定应急预案

和行动方案，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风险进行及时阻断和科学治理，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阻断、

早治理，尽可能精准预测潜在危机，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战略部署

能力和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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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HAN Meiqun

 

Abstract：Ideological risks are one of the major risks jeopardizing China's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concern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Party,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situation in China's ideological field has undergone an overall and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Although the overall situation shows an upward trend for the better,

new situations, new problems and new risk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unpredictable and cannot be

ignored. The against and dissolving ideological areas of significant risk of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e must stick to the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based on the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from the height of the global strategy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situation and task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on the one hand be firm "Four Matters of Confidence",

construction has strong cohesion and leading force of socialist ideology, Strengthen the wall of

preventing major ideological risks, and fight the battle of building major ideological risks;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ability to fight risks actively, implement a comb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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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our leadership, fighting and control ability to prevent and

defuse major risk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Keywords：Ideology; Significant risk;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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