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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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决议》继党的十九大报告

之后，进一步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

《决议》的一个重要新论，也是强化“两个确立”的重要标识。《决议》充分说明党

和人民怎样以英勇顽强的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这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的

实践依据；《决议》从13个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内容进行了新的概括，这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

的飞跃”的理论依据；“两个相结合”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发

展，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的文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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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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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它是继党在1945年制定第一个“历史决议”和

1981年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后，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制定的，被誉为第三

个“历史决议”。《决议》继党的十九大报告之后，进一步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历史地位。它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

跃。”这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新论，也是强化“两个确立”的重要标识。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定位为“新的飞跃”的实践创新依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突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这个《决议》的发布时间虽然距离党的十八大只有九年，但它是

党的发展进入第四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开端。由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新的飞跃”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石仲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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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场合已作过系统总结，人们比较清楚。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制定《决议》

时，要求“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

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党中央对新时代以来这九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没有全面系统地作过总结。党的十九

大报告只总结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并且没有展开。近几年虽然也在不断讲成就，但多

是单项的、专题性的，没有全面系统地作过总结。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对新时代虽

然也作了总结，但没有将新时代作为重点展开论述。那篇讲话全文总共七千多字，讲百年党史

平均每年不到100字，非常提纲挈领。《决议》将新时代作为重点论述，是顺理成章之事。在整个

《决议》3.6万字篇幅中，新时代这一部分有一万九千多字，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13个方面，分

领域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重点总结进入新时代九年来的原创性思

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从而使人们对新时代有了全景式、总体性的系统、

全面、深入的了解。

《决议》在这一部分，首先阐明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这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新表

述。它对百年奋斗的每个时期都增写“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段文字，这有助于强化党的主观自

觉意识，彰显习近平同志这些年来不断强调的党的历史主动精神。这也是创新之笔。

《决议》对新时代浓墨重彩，是从13个方面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这13个方面包括：（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2）全面从严治党。（3）经济建设。（4）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5）政治建设。（6）全面依法治国。（7）文化建设。（8）社会建设。（9）生态文明建设。（10）国防和

军队建设。（11）维护国家安全。（12）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13）外交工作。《决议》这样

大篇幅地展开论述进入新时代九年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旨在充

分说明党和人民怎样以英勇顽强的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

而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夯牢坚固的实践依据。

这里以经济建设为例进行说明。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这次《决议》用了

近一千五百多字详细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做的经济工作，采取了哪些重大决策，提出

了哪些原创性思想，推进了哪些变革性实践，取得了哪些突破性进展，收获了哪些标志性成

果。比如，《决议》讲，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

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状况，过去鲜为人知。针对

这种状况，党中央“作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等重

大决策。”对此，不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也不甚了了。这次《决议》作了细致的梳理之后，就使许

多人能体悟到哪些是经济决策的重中之重了。从而也才能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

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

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决议》的这个论

断，是这些年来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怎样使新时代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画龙点睛之笔。

《决议》从13个方面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际上就说明了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的实践创新依据。《决议》指出：“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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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

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对13个方面分

领域把握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之后，再来体悟上述结论就不会感到抽象。因此，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有非常充足的实践创新依据。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定位为“新的飞跃”的理论创新依据

《决议》在从13个方面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新的概括。

党的十九大报告论述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的“八个明确”，即“明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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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决议》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八个明确”中的新认识加以扩展，于是形

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的新内涵。这次内容扩展，一是增加了

新内容；二是内容的顺序有所调整；三是对原有一些内容的认识有所深化和提升。“十个明确”

的第一条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将原来“八个明确”压轴的一条提上来了，从逻辑上说

更顺。因为这一条不单纯是讲党的建设。这样，原来“八个明确”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总任务内容的第一条就变成了第二条。“十个明确”新增的两条，一条是“从严治党的战略

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等。这就是说，仍以讲党的建设作为压轴。这样由党的领

导打头到党的建设压轴的安排，更合逻辑、更为合理。新增的另一条是目前的第七个明确：“必

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条

很重要，应当单列。它的内涵也包括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

《决议》的这一部分，除了在“十个明确”中提升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认知之外，

还在13个方面分领域的论述中对一些原创性的理念和思想的认识做了新的发挥。比如在社会

建设方面，《决议》用了两千多字展开论述党的重大决策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决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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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

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

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

是一个重大战略。它完全改变了一个时期不少地方的基层组织为黑恶势力或者家族势力所掌

控、党的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落实的社会“死角”局面。这些年来，人们曾经担心的“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状况不再存在了。这里讲的“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

治理体系”，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社会保障。它既是实践创新，也是理论创

新。这个“三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只要能长期坚持，并不断健全和完善，那么新时

代展现的社会安定有序、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将会不断延续下去，一个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将

会展现在亚洲东方，让全世界惊羡不已！

《决议》对这些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认知的提升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

思主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的理论创新依据非常充分。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定位为“新的飞跃”的传统文化依据

《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时，对其称谓比党的十

九大审议通过的新党章中的表述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即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坚持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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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这是继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之后再次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

“两个相结合”的特质。这在以往的中央重要文献和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中是没有的。“两个相

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开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路径，

从某种意义上是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来源和资源问题，具有重大的原创性。

这也可视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展现的传统文化依据。

如何体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特质？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荣继承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光荣传统。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谙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就在探寻怎样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包括将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中

共中央在1943年整风期间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没

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

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

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

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在

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

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2］，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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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3］，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

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4］。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后，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起来，指导

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形成了若干基本原则，包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荣继承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光荣传统。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独特的认知和深厚的情怀，将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治国理政、兼济天下的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他的讲话和

文章渗透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怀，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只有坚持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5］他还认为，很

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国家文化

的重要软实力。并且特别强调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

他指出：当代人类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

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

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展的智慧，也需要运用人类

历史上的智慧。因为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积累了对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

验。因此，“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

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

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6］。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是在一般意

义上讲人类历史文明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借鉴作用，但它无疑也包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借鉴作用。这也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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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决议》凸显“两个相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认知和

深厚情怀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影响，也展

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考。毫无疑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来源问题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

飞跃”的传统文化依据。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永远在路上，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会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拥有“两个相结

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还会有“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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