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开拓创新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摘 要] 坚持开拓创新既是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特质，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原则。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文

明”全面发展目标相适应，坚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全面发展，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政治理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以及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路径。新时代坚持开拓创新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关键在于全面准确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在把握时代大势中准确识变，在聚焦人类文明发展中科学应变

，在回应现实需要中主动求变，在创新发展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开拓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守正创新；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拓创新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人民百年

奋斗成功的宝贵经验，明确了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十个坚持”，其中就有“坚持开拓创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改革开放”被确定为新时代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开放、守正创新是开拓创新的具体体

现，坚持开拓创新不仅是对我党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期

许。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复杂背景下，回答好为何要坚持创

新、如何坚持创新、怎么赓续创新的课题，不仅是百年大党永葆活力、实现社会善治的切实需要，更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要求。

一、坚持开拓创新的基本内涵

《决议》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

，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1]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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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创新：保持中国理论的生命力

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指导实践，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2]。只有创新的理论，才有

创新的实践。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优良基因的重要构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从创立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经历一个多

世纪的风云变幻，但马克思主义从未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就是其

不断创新发展的典型体现。另一方面，理论创新不是主观臆想，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厚实的实践

根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3]，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高度统一。如果将两者割裂开来

，将导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横行或马克思主义“虚名化”，因此，只有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内在统

一起来，以实践创新推进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青春活力。

理论创新具有批判性、超前性及理想性。理论创新的批判性意味着对旧有理论的扬弃，即辩证的否定

。辩证的否定是一分为二的，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理论创新的超前性意味着它根源于实践，但又

超越实践，走在实践的前列，对实践起引领作用。理论创新的理想性意味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指引

。任何理论创新都是有特定的价值立场与追求目的的，都是为完成某种包含特定理想信念的目标。中

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改变中国”以至“改变世界”，从而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进而解放全人类。然而，实践创

新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但又永无终点的过程。因此，理论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

艰难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意志无比坚定。针对有人认为，“苏东剧变”事件

可能会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再一次重演的观点，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这类观点是大错特错，相反，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才是真正僵化。当苏共意识到理论创新能力缺失导致问题发生时已经为时已

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以失败告终。这从侧面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非凡之处。”[4]这种认识是清醒

正确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

纪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

（二）实践创新：开辟中国实践的新境界

理论创新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推动和引领实践创新。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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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01因此，实践创新既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也是理论创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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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理论创新而没有实践创新，充其量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是违背实践的唯物主义

的基本精神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也是党和国家实现各种既定目标的根本

力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从事的伟大实践是一

个不断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创新实践。只有实践创新，才能及时应对和化解各种复杂问题和艰难挑

战，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只有实践创新，才能将历史、现实与

未来贯通起来，才能主动掌握历史发展潮流，变历史被动为历史主动，从而更好地推动党和人民的事

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以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的历史。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2] 183。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互促进，循环往复，不断推进着国家的伟大

事业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着恢宏、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既是一种道路创新，更是一种实践创新。无论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还是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抑或是坚持创新驱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创新实践的集中体现。

（三）制度创新：实现中国制度的新完善

百年奋斗，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

现”[7]。改革开放是一种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之初，姓社姓资的争论甚嚣尘上，在这关键时刻，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锤定音：改革开放就是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

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8]

372，因此，必须“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8] 374。“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就是开拓创新的

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创造了人类新的制度文

明。不过，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9]，还需要

不断创新发展。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强调“突出守正创新

、开拓进取，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2]

114。“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发展之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大显著优势中，居于首位的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意味着“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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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制度创新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成为科学制度体系并具有越来越

显著的优势，就在于党的领导。党始终以问题为导向，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坚持自我

革命，自觉锤炼制度创新的能力，不断在“补短板”的过程中保持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补短板、堵

漏洞、强弱项”既是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党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方法。坚持自我革命实质上就

是坚持党的领导，而坚持党的领导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通过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其对国

家治理的统领性作用，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系统。可以说，坚持

自我革命就意味着坚持党的领导，而坚持党的领导就意味着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其

逐渐成熟定型并达到“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3]。

（四）文化创新：促进中国文化的新发展

文化的生命在于创新。只有不断创新的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奔腾不

息，不断给人类文明发展奉献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其原因就在于守正创新、开拓进取。

所谓守正，即坚持正确的东西。所谓创新，即通过实践创造新的东西。创新以守正为基础，守正以创

新为方向。因此，文化创新与文化自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化自信是在实践中不断衍生出的文化自

觉，即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进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丧失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主

观判断与认同，不知自身历史文化从何而起、从何而来，也就无法知晓将去往何处，因而难以形成真

正的文化自信。所以，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

问题”[10] 349。这就为文化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人们在实践中创造了文化，也必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文化。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是实践。文化在实践

中生成和发展。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实践，是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一切创造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

实践活动。因而，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必须以当代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

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为旨归。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文化

创新的核心要义及其价值体现，只有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文化创新才有意义。当代中国

实践发展得越快、越好，就越需要文化创新，以文化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

量。当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思

想资源中，我们要厘清其中的关系以服务于文化创新。大致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魂”，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体”，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是“用”。马克思主义是灵魂，是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

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文化根源；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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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借鉴利用的文化资源。

二、坚持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

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理

论创新的历史[1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

无止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

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12]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根本指导思

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问题、摆脱困境、开拓创新的关键法宝。

（一）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坚持开拓创新？那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为人类谋解放。在伟大建

党精神中，“不负人民”处于最高位置，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利益摆

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服务人民、造福人民。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科学地“解释世界”，更要实际地“改

变世界”。“改变世界”包括改变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是一个开拓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国家文明富强，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开拓创新。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

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

集团的利益出发。”[13] 1094-1095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脚踏实地地为人民群众干革命、干事业，这就

是开拓创新。新时代坚持开拓创新，就是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难”[14]，解决国家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是一心向人

民、一心为人民。100年前，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00年后，中国共产党以创造历

史性成就、推动历史性变革作为交给人民群众的答卷，真正做到“不负人民”。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人民至上，是开拓创新的根本价值取向。

（二）政治理想：创造一个新世界

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是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在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改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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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挨打的局面，康有为、梁启超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派等仁人志士推动了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但

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开拓创新的意识、能力和社会条件，“他们不懂中国是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社会，于是就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15]。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开启

了一条新路。这条道路之“新”，就在于以人民为主体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

利，建立了新中国。

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新世界的强力武器。从旧时代的“改变中国”到新时代的“改变世界”，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定走自己的路，不断创造新思想、新方法、新策略，不断开拓创新。新时代，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不断开拓创新、建设新世界的过程。关于如何坚

持开拓创新、建设一个新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

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

，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继续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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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马克思主义呈

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新篇章”[16]。

（三）基本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

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7]的著名论断。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这样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

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

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

向导。”[13] 801“事实”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实事求是本质上是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再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就是一个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过程。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

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0] 344，而是一个没

有终点的创新过程。新时代，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如何化“危”为“机”，将危机有效地转化为促

进新阶段发展的动力，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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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

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0] 198；另一方面，坚持创新

发展“是我们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10] 2

01，因而必须以实际为根据、以问题为导向。不盲目、不盲从、不迷信，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的创新，

才是真正的创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发展。

（四）具体路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实事求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而解放思想又以实践为基础，因此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开拓创新的具体

路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既是认识发展的总公式，也是开拓创新

的基本样态。实践永无止境，创新也就永无尽头。一方面，实践是开拓创新的基地，创新是实践的本

性，实践创新推动一切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实践观属于辩证否定观的范畴，要求在面对现实世界时

保持一种批判思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8] 22，因而，

批判思维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是实践观的实质，实践则具有强烈的创造性和开放精神。在此意义上

，创新不是简单的创新，而是具有辩证法特征的创新，是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基础和路径的创新。

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之所以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跨越，关键就

在于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筚路蓝缕、开拓创新的勇气与魄力，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求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党的“三次历史决议”，内

容和任务各不相同，但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新时代，坚持开拓创新就必须从根本上克服本

本主义或教条主义。《决议》之所以以“总结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主题，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如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16]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

在《如何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中指出：“‘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我们要实事

求是分析变和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

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16]

三、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坚持开拓创新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是新时代的实践主题。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

“小康之家”到共同富裕，从经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在于全面准确贯

彻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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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开拓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找准主要矛盾，推动伟大事业发展，是以开拓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表明人民群众对“需要”有了更广

泛、更全面和更高质量的新要求。“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侧重的是物质生活需要，关注的是“有没有”的

问题，而“美好生活需要”则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为基本特征，重点关注“好不好”问题。显然

，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上，这个变化具有里程碑意义。实现美好生活需要，重点是化解“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靠以前外延式、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而必须走高质量发展

之路。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创新。在新发展理念当

中，创新首当其冲。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就没有高质量发展。创新是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引擎，这里的创新不只指科技创新，而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的统一。一方面，要在理论创新中克服思维定式，创新思想观念。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不

是要不要、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在思想上要绷紧开拓创新这

根弦，牢固树立“创新就是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0]203的思想观念，从而以创新引领发展，增强

创新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在实践创新中克服思维定式。这就要求不仅要有敢“闯”敢“冒”的精神，

还要有敢“闯”敢“冒”的能力，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以开拓创新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

期的历史过程”[5]。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历史。从毛泽东的“使全体农村人民富裕起来”和“共同的富”“共同的强”到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最后

实现共同富裕”，再到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新时

代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9] 142。这种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显著标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以

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奋斗目标，就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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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创新至为关键。具体而言，一是以科技创新推动共同富裕。科技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重要杠杆，科技创新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科技创新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问题意识，“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

、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2] 249。二是以制度创新推动共同富裕。如果说科技创新属于

生产力的范畴，那么制度创新则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科技创新的任务是做大做好“蛋糕”，制度创新

的任务则是分好“蛋糕”。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共同富裕既要靠科技也要靠制度，没有制度的完善就没

有共同富裕。三是政策创新。政策创新就是构建创新性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实际上，政策也属于制

度的范畴，之所以特别强调，是因为民生保障政策对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就内容而言，民生主

要包括就业收入、基础性设施、兜底民生保障三个方面，这些内容与人民的幸福感、满足感、安全感

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策创新主要是创新共同富裕的政策保障体系，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题中应有之义。

（三）以开拓创新促进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式现代化的着力点是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8] 274。20世纪以来，科技日益成

为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关键因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

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11] 267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技强国”的要求。科技强国，科技创新是必由之途，“科技创新，

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20] 120。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马力十足、动力澎湃，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过，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要求相比，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主要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5]。而“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

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2] 246。因此，科技创新的首要任务

是实现科技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民族强”[19]205。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根本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

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

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2] 248因此，要把自主创新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矢志不移自主创

新，坚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 248。

（四）以开拓创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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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历史和现实的启示下，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生态文

明建设被提升到了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高度，扎实推进，成果显著。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之所以新，一个重要原因是确立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发展理念，以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重要目标。这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理想，既体现了人和自然本质的统一，也体现了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根本在于尊重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有其自

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改造自然，必须以自然规律为依据。恩格斯曾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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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

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1]559-560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

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 39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开拓创新，利用科技创新实现绿色发展，还需要观念创新，促使人们接

受低碳生活等新理念。

四、坚持开拓创新的未来进路

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16]，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我们始

终坚持开拓创新。

（一）在把握时代大势中准确识变

时代大势即时代潮流，是党领导人民坚持开拓创新、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航向。时代大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不过在时代大势中，一些具体的矛盾、问

题、任务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首先要科学研判、精准把握历史潮流中的“时”

与“势”，这是开拓创新的主要根据。历史潮流的“时”与“势”把握好了，才能制定出具有现实性、针对性

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案。实际上，马克思早就科学地阐明了历史潮流的“时”与“势”，这就是“两个必然”

和“两个绝不会”。“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仍然是我们精准把握时代大势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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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创新还要求我们精准识变。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静止

不变的事物。一方面，要精准把握变的性质。有的变是好的变，有的变是不好的变，性质不同，采取

的应对策略就不同。另一方面，要精准把握每一个具体变化的产生原因、变化条件、变化方式和变化

方向等。在这些问题上，每一个变化都是不同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弄清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

应对策略。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老办法解决。

把握大势、精准识变，其目的是要顺应时代潮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开创事业新局面。虽然全球治理

体系深刻变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

一个开拓创新、拼搏奋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精准识变具有关键性意义。只有精准识变，才能一

方面顺应时代大势的变化，在变化中开新局，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化“危”为“机”，推

动逆历史潮流的“退变”向好的方面转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

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22] 298。

（二）在聚焦人类文明发展中科学应变

精准识变的目的是科学应变。科学应变，就是要在大变局中推动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发展。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

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2]

45。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2]

471。因此，科学应变谋发展，既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上，也要站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

立场上。这两个立场是统一的，是同一个立场的两个维度，中国是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做好中

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科学应变的本质是从“怎么看”转变到“怎么做”

，切合不断变化的实际去做谋发展、谋生计、立潮头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稳步前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科学应变的理论指导，对于开拓创

新来说，坚持新发展理念就是坚持“两个结合”，如此才能在历史大势中开辟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

格局。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发展格局，只有坚持“两个结合”，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才能寻求科学的

应对之策，从而科学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两个结合”不是简单地

套用马克思主义，而是立足中国实际，以问题为导向，以发展为目标，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双重功能。同时，我们还要坚持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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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应变之道、应变之策

，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科学应变也需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为时代发展寻找有

益助力。

（三）在回应现实需要中主动求变

坚持开拓创新，必须主动回应现实需要，在创造性实践中回答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要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

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新时代，人民的现实

需要体现为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需要与时俱进、主动求变。主动求变实质上就是

开拓创新，一方面，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推动伟大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战略上

要有定力，在战术上要灵活应变，以变应变、以变制变、主动求变。历史证明，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

，主动回应现实需要，主动跳出固有的思维方式、实践方式，通过主动求变，变被动为主动，才能更

好地实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目标能不能

更好地发展，能不能高质量实现，关键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主动求变、主动创新。另一方面，回应现实

需要，不仅是一种实践创新，也是一种思想创新，是一种自我革命，由思想上的主动创新带动实践上

的主动创新。只有在思想上主动求变，才能创造性地进行实践。

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主动求变，才能予以及时化解和解决。如何坚持新发展理念、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都是创新发展的问题，创新发展问题的解决需要创新实践，而

创新实践需要主动求变的理论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

、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

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2] 183在实践上，以问题为导向，根据党、国家和人民的现实需求，

创新发展方式。实践创新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将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实际

工作中去。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不是单一的物质文明，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实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只能依靠创新、必须依靠创新、必

定依靠创新。

（四）在创新发展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主动求变、开拓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成功开辟的重要前提。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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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主动求变、开拓创新的过程。中国道路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断

丰富、拓展的过程。正是由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又内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主动求变、开拓创新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重要特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质。同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需要主动求变

、开拓创新的精神。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是一个不断被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主动求变的开拓创新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前行、行稳致远的“核动力”，是中国智慧的

充分彰显。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都是主动求变的结果。在此之前的

历史发展已经证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资本主义文明也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式。因

此，中国共产党主动求变，借鉴西方现代化和资本文明的经验，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进行以道路创

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创新，从而推动伟大的实践创新，创造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渝、努力奋斗的伟大事业。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当代中国

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在这些现实问题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根本性、总体性的问题。解决

这一根本性、总体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必由之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23]。不同道路创造不同的文明形态。西方现代化道路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开拓创新，就是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可能从西方现代化道路或原苏联现代化道路中产生出来，而只能是以问

题为导向的创新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换言之，只有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上

，才能立体地展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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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ing to innovation and adva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n all fronts

ZHANG Sanyuan, WANG Yi'nan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Chinese people’ s century-long struggle led by the Party is its

adherence to innovation, which is both an essential charac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o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on all fronts throug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is in line with the all-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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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goal of the " five aspects "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sticks to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in the areas of theory, practice, system, and culture. It

demonstrates the Party’s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political ideal of breaking the old model and

creating a new on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s well as concreate

measures that can put the theory into test and application. To uphold innovation and advanc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n all fronts, it is essential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the new concept for development, and by taking innovation as the top driving force,

grip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times,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a scentific

manner, actively seek changes in responding to practical needs, and hence create a new model of

human progress i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innovation ;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reform and opening-up ; keeping

innovation ;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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