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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座谈会 5 月 22 日在京召开。23 日，《人民日

报》刊载了座谈会发言摘编。以下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

（副院长）谢春涛所作的题为《从四个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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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的理论视野之宏大、原创性成果之丰富、世界性影响之巨大，在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我以为，应该从四个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是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

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

题。这主要是，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

局发生深刻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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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新考

验，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二是理论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系

列原创性贡献。我理解，至少有 18 个方面。在时代特征上，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在社会主要矛盾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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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领导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现代化道路

方面，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国家治理上，提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政治建设上，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法治建设上，提出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在文化建设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自信自强。在社会

建设上，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提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在国家安全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民族问题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在国家统一上，提出对特别行政区实行全面管治权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

题的总体方略。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提出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外交上，提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建设上，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



三是实践价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管党治党宽

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美

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家安

全全面加强。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四是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阐明了中国的安全观、发展观、义

利观、全球化观、全球治理观，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描绘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美好愿景，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内容，对其他国家也

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带头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一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把《习近平著作选读》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其他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引导学员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加强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工作，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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