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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宝贵经验*

陈家刚    王   瑶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坚持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在百年艰辛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伟大飞跃；推进实践创新，开辟了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推进制度创新，形成了完备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推进文化创新，丰富了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开拓创新始终是探索新路、开拓新局的有力

武器，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成功密码。坚持开拓创新的历史经验集中表现

为四个方面的核心要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开拓创新的政治前

提；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培固开拓创新的思想根基；坚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是激发开拓创新的内生动力；坚持正确处理自主与开放、全面与重点的关系，是确保开拓创新

的重要原则。立足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我们

要把握伟大斗争新的历史特点、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围绕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聚焦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在应对时代考验中、在回应人民期盼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在文明交流

互鉴中，奋力前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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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百年历

史决议”，将“坚持开拓创新”作为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并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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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9)这一科学论

断，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宏大视角，充

分阐释了开拓创新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目

前，学界已就党领导下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等

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对理解把握中国

共产党坚持开拓创新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参考

作用。但是，现有成果大多围绕某一具体领域

展开，尚未出现针对坚持开拓创新的整体思考

与系统阐发。鉴于此，本文在全面梳理坚持开

拓创新实践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其中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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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遵循与核心要义，并对新时代下实践路径作

出尝试性探索。

一、坚持开拓创新，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成就辉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

勇拼 搏、砥砺奋进，不断推进理论、实践、制

度、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辉煌成就。坚持开拓创新始终是保证党和国

家事业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核心密码。

（一）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三次伟大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

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

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P544)近代以来的基

本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首要任务是争

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

宁主义为中国知识分子燃起希望之光，中国共

产党应运而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

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

国内外形势的调查研究和对革命斗争经验的回

顾总结，克服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路线，在经

过艰苦地探索和付出巨大牺牲后，创立毛泽东

思想，并在党的七大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毛泽

东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

设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在新

型人民军队建设、政策和策略问题、党的建设

等诸多方面作了精辟论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此指引下，中国

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从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

的新纪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

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实 行改革开放的战略 决

策，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历史问题的

深刻总结，重新确立和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正

确路线。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创立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这一理论体系深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

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摆脱贫困、

加快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在改革

开放进程中逐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发展，迎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此指导下，中国

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

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转变，中华民族

大踏步赶上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自信自强、创新守正，围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三个时代课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与阐

发，并由此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既立足于中国当前发展实际，又包含

有丰厚的历史理论资源，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文化

中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价值等丰厚养分，推动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同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

结合与贯通。这一思想的确立，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性飞跃。在此指引下，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深层次、开创性的变革与

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推进实践创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

新道路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转型和文

明进步，现代化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中

国共产党亦不例外。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制

定的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提出，“把工农劳

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

的是实行社会革命”，[3]（P1）其所表现出的彻底

革命性，是区别于以往各种“现代化”主张的根

本标志。就“如何实行社会革命”这一问题，党

在曲折探索后，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

路。抗战时期，党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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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把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

荣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

先进的中国”。[4](P663)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

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5](P1081)新中国成立后，

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

“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思，即“把我国建设成

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邓小 平正 式 提

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要求搞建设“要

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 条中国式的现代化 道

路”。[7]( P502)此后，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

面展开，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相继建立。

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基础

上，增加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内容，进一步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

党的十三大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系统

阐释，指明其特殊性与长期性。大会还就该阶

段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正确分析，并据此概括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确定了

“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党的十四大后，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扩展。在“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前提

下，党因时对现代化建设步骤和目标作出调整，

另外还就如何建设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

“和谐社会”纳入至现代化建设，并首次明确

提出“生态文明”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

位，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 [8](P16)的“新四化”主张。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正式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纳入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并强调这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9](P90)。党

的十九大立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换，提出分

两步走、分两个阶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目标。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发展不断取得新

突破：脱贫攻坚任务胜利完成，全面小康社会

如期建成；全面深化改革事业深入推进，上海自

贸区、雄安新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先后设

立；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蓬勃发展。

（三）推进制度创新，形成了完备的国家

制度和治理体系

社会主 义的发 展 经验表明，一国治理 模

式、发展道路，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制度安排。社

会改革，归根到底是制度的更新与调适。新民

主主义时期的制度创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围绕组织运行与纪律要求，建立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相关制度。如党的二大提出“本党一切

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3]（P167）

五大党 章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

制”；[10](P23)抗日战争时期，颁布“九一决定”；解

放战争时期，确立请示报告制度，制定《党委会

工作方法》。二是结合中国革命要求，探索建立

新型民主制度。如建党初期组织罢工工人代表

大会、农民协会等争取工农权益；中央苏区时

期，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

大会制度；延安时期，建立以“三三制”为原则

的边区参议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创造性地运

用马克 思主 义国家学 说，确立了新中国的国

体与政体，根本政 治制度与基 本政 治制度，

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重要制度，并通过宪法这一

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固定。1956年党的八大正

式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

上建立起来了”。[11](P24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深刻认识到“制度

问题 更带 有根本性、全 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12](P524)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一

方面，党围绕自身建设，不断推动党内法规制

度发展完善，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

法”。[13](P147)党先后颁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规制度文

件。另一方面，党依据时代发展要求，对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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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政权建设作出探索。如

对所有制、分配制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调整；

提出和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大力推进基

层民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

后，制度创新主要集中在党的领导和工作机制

改革，党制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决定》等文件。此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健

全完善，党的十七大正式将其确立为基本政治

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创新稳步推进，各领

域制度基本框架日趋完善，且制度的系统性、

规范性、执行力不断提升。具体来讲：一是以党

的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和突破点，严明党的纪律

和规矩，强调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方面建

设，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紧硬”转

变。二是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综合运用“立改废释”

多种“立法”形式强化党内法规顶层规划，有效

增强了党内法规的科学性。三是严格推行制度

执行责任制，整合问责制度，严肃问责机制，增

强制度的权威性。四是全面概括了国家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并明确了支撑

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指明了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四）推进文化创新，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同时，也开始探索文

化创新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创新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破除旧文化，传播新

思想与新知识。如创建“人民出版社”，创办《劳

动周刊》《向导》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实施

文化教育改革，成立列宁小学、文化协会提高

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用“新的工农的苏维

埃 文化”解除旧统治阶 级加于人民精神的桎

梏。二是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土壤，并突

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意义。如开

设马列主义相关课程；成立专门性研究机构，

培养人才。三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

的文化”，[14](P43-44)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

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党先后提出“二为”的

文化发展方向、“双百”文艺建设方针，受此鼓

舞，文艺界涌现出诸如《三里湾》《英雄儿女》

《刘三姐》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在社会

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实践中，新型文化管理体制

也逐步建立，与此同时，文化领域的对外交流渠

道也不断扩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创新融入改

革开放的浪潮，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一是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我们要建设社

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

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5](P177)党先后制定《关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

的决议》等文件，并领导人民开展“五讲四美三

热爱”“全民文明礼貌月”“三优一学”等精神

文明教育活动。二是提出“科教兴国”“以德治

国”的思想方略。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16](P660)党的

十七大进一步指出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本质体现”。[17](P26)四是发展文化产业。为适应

市场化发展，党的十六大把文化划分为“文化

产业”和“文化事业”。通过转企改制，一批文

化企业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并成为各

地经济增长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创新活力得到进一

步激发。一是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突出强调了文

化自信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力量。二是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基础上，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价值

要求，向全社会传递主流价值观。三是提出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从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方面为推动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指明方向。四是提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导广大文艺工作

者深入 生活、扎 根群众。五是 提出对外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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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中 要讲 好中国故事，党中央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

导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把中国梦的阐释

同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紧密联系起

来，使中国梦成 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 观 念的

生动载体”。[18](P200-201)

坚持开拓创新，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基本史实，也是新时代的显著标识。在百年的

发展历程中，不同创新方式相互交织、环环紧

扣，贯穿于党的各个时期；同时形成了以理论创

新引领实践创新，在实践创新中把握规律，不

断转化为制度创新，并持续通过文化创新滋养

其他方面创新的运行模式。当然，坚持开拓创

新并不局限于上述四个方面，在党的百年实践

历程中，还有诸如科技创新、思维创新等其他

方面的创新，它们一同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

时代特色。

二、坚持开拓创新的基本遵循
与核心要义

 

坚持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实践

中锻造的品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以贯

之地坚持开拓创新，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

运用。正确把握其中的基本遵循与核心要义，

有益于推动开拓创新之路行稳致远。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是坚持开拓创新的政治前提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19](P16)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坚持开拓创新的

政治前提。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

作为开拓创新领导力量的地位。马克思、恩格

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

最富革命精神的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阶级基础

的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不同的利益”，在实践中是“最坚决的、始终起

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上又“了解无产阶

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0](P413)因而

共产党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列宁

指出，只有作为“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

式”[21](P160)的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

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22](P85)毛

泽东同志强调，“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

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

叫共产党”。[23](P305)以上论述表明，无产阶级政

党的先进性，绝不是一般的政治要求问题，而

是关系自身性质和历史定位的根本问题，是无

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源泉、胜利之本。无产阶级

政党的创造力是其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先进性

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

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是以“开路者”“拓荒者”

的姿态出现的，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而

不是仅仅沿着现有道路跟着走，因而就必须具

有披荆斩棘、上下求索、奋力开拓、锐意进取的

精神。回溯历史，中国革命面临的客观条件，决

定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

遵循，也无法照搬外来经验。但正是这些困难

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冲破文本教条的束缚，总结

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并最终走向

胜利。同样，建设时期，党在“以苏为鉴”科学

方法论的正确指导下，初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

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较好地处理了重工业、轻

工业和农业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

“翻两番”“小康社会”等概念，也是立足于新

道路的探索。

开拓创新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要求发挥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开拓创新是用新思

路新模式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其本身带有

艰巨性与复杂性。以现代化发展为例，西方发达

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线性”的发展模式，即工

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人工智能

化前后转换，接续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

史。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把已经失去的时间

找回来，就必须发挥后发优势。因而中国式现代

化“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24](P159)”，即上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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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叠加在一起向前发展，这不可避免地对思想

观念、机制体制等造成巨大挑战。此外，开拓创

新还包含着对旧有秩序与结构的破坏，这也是

为什么熊彼特把创新称为“创造性破坏”[25](P147)

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保证开拓创新始终沿着

正确轨道运行至关重要。开拓创新的客观特点

表明，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角色定位不可或

缺，同时，党中央作为党的大脑和中枢，必须要

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没有权威，就

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26](P372)只有始终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开拓

创新的作用力才能得到最大转化。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培固开拓

创新的思想根基

解放思想，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打 破习惯势力和主 观偏见的束 缚，研究 新 情

况，解决新问题”。[15](P146)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

务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辩证法

对现存事物的理解中同时包含肯定和否定两

个方面，对每种既定的形式也都是从暂时性去

理解。换言之，世界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

新事物，去代替那些已经失去存在必然性的旧

事物。而开拓创新正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取

代。因而，坚持开拓创新就是要有辩证的否定

精神，就是要有敢想、敢闯、敢试的精神，勇于

破除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把思想认识从

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禁锢

中解放出来，以便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为推动

社会改革扫清思想障碍。回顾历史，每一次变革

改革都伴随着头脑中的革命，从1938年“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到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

的讨论，从1992年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

到1997年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无不

证明这点。通过思想解放，理论、实践、制度、

文化等各方面创新才能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把握事物固

有的规律性。也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P801)如果说解放思想

强调的是“破”，实事求是则侧重于“立”，是在

肯定、继承的基础上，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

从而揭示事物的规律性。实事求是最根本的一

环，就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

想认识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达到客观规律的正

确认识，必须要从思想认识产生的现实问题出

发，要以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标准。如果违

反实践标准，离开客观实际进行“解放思想”，

只可能陷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相对论或绝

对论。同样，就推进开拓创新来讲，只有坚持实

事求是的目的和基本原则，才能不断解决实践

中出现的新问题。否则就会导致“头脑发热”或

怀疑一切，最终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

线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是党和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重要保证”。[27](P11)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既

相互区别又内在一致，体现了“破”与“立”的

辩证统一。推进开拓创新的过程，就是“破”与

“立”相结合的创造过程，既要有敢于否定的

精神，又要有严谨求实的态度。今天，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必须同时做好“破”和

“立”这两篇文章，才能真正扎稳开拓创新的

思想根基。

（三）坚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激发

开拓创新的内生动力

人民群众是开拓创新的主体力量。在马克

思看来，以机器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打破了

生产者之间的地理阻隔和交往限制，劳动人民

逐步走向历史前台，并展现出强大的集体联合

力量。与此同时，在现代大工业的扩张中，劳动

人民的斗争精神和自由意识不断觉醒，革命性

主体的潜能得到最终释放。中国共产党作为先

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人民的政治立

场，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敌后

根据地军民因地制宜，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

地道战、破袭战等战术，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

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中“有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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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万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

去，向群众学习”，[5](P933)并把他们的经验变成

更好更有条理的道理与办法。新中国成立后，

党坚持相信依靠人民群众，集中群众智慧和力

量，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创新发展。1953年，

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在全国各地开

展，豆选、圈名、烫香洞、写号码等成为群众参

与民主的重要方式；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召开，申纪兰“男女同工同酬”的倡议

被写入宪法；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在全国率先

消灭了肆虐几百年的血吸虫病，树起全国血防

战线的第一面旗帜。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取得

的许多重大理论或实践成果同样得益于人民群

众的首创精神。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

发推广“包产到户”的实践，推动了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建立；1980年，广西宜山合寨村村

民经民主选举，成立中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

1998年，福建三明洪田村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洪田方式”，有效兼顾了个人利益与集体

利益。对此，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

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这

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28](P1350)进入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密联系亿万群众

的创造性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

创精神”。[29]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得到

体系化、系统化的凝练与提升。

人民群众作为开拓创新的主体力量还表现

在，其需求是开拓创新的目标导向。改革开放以

来，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和国

家突出生产力这一核心要素，大力推进科技创

新、教育创新、文化创新等，强调科技作为“第

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及

其评价机制改革，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的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

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党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形成

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如提出“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建设

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

形式，“做到充分反映人民的具体意志、具体想

法，实现人民的具体利益”。[30]人民群众需要出

现的新变化，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推进

开拓创新的目标任务。

（四）坚持正确处理自主与开放、全面与重点

的关系，是确保开拓创新的重要原则

坚持正确处理自主与开放的关系。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是对中华民族基因的传承，也是

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百年来，正是坚持走自主

创新之路，党和国家才能在各个领域取得辉煌

成就，才能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迈

向全面小康、文明富强。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

持自主创新，才能为国家发展与安全提供更有

力的支撑。一方面，开拓创新需要立足于本国国

情，不同国家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机制体制等

因素表现不一，推进开拓创新的策略、路径、模

式等均不相同；另一方面，诸如科技发展等重

要领域的创新成果，特别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是买不来、换不来、求不来的，必须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但是，自主创新并不是自我封闭、自我

隔绝。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更需要开放的心态、

胆识、政策、人文环境等。当前，人类对自然和

社会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知识积累，同以往相比

有了量和质的飞跃，如果对这些成果视而不见，

就违背了开拓创新的本意。特别是在经济技术

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快速

流动，其中一些理念或成果不乏借鉴利用的价

值，如管理方式、法治建设、治理手段等。如

果关起门来进行创新，就会落后于世界发展大

潮。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犹如鸟之双翼、车之

双轮，不可偏废。自主创新是开放创新的出发点

与落脚点，开放创新是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必

须要在自主创新中扩大开放，在开放创新中提

升自己，推动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

进，最终实现自力更生与合作共赢的平衡。

坚持正确处理全面与重点的关系。开拓创

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个层面，涉

及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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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等各个领域。推进开拓创新，必须要

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全面改革不利于创新的

旧制度、旧政策，建立适应创新发展要求的体

制机制，激励全党全国上下创新的积极性主动

性，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文化

形态与发展模 式，使创新成为新时代的重要

特征。但是，全面创新并不意味着“眉毛胡子

一把抓”，而是既要推动所有领域和工作的创

新，又要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局部突

破带动全局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

出“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要求

“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31](P17)推

动互联网、航天技术、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一

系列重要成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

中国在疫苗研发、生产、使用方面为全世界作出

重要贡献。坚持开拓创新，必须要处理好全面

与重点的辩证关系，推动创新各个领域、各类

要素相互协同，提升创新的整体效能。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
开拓创新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已经开启，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

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唯有继续坚持开

拓创新，并在回应时代与人民的要求中、在统筹

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增强识变求变应变的

勇气与活力，才能不断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第一，把握伟大斗争新的历史特点，在应对

时代考验中坚持开拓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推进开拓创新，首先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

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

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

战。就国际来讲，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潮流的

总趋势，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

空前未有地加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进入加速发展期，人类生产生活由此发生深刻

调整与变化。在面对上述机遇的同时也应认识

到，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叠加效应导致世界

范围内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正持续上升，经济全

球化遭遇波折。就国内来讲，经过改革开放40

多年的积累，我国发展仍具备显著优势和多方

面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

问题。国际国内环境带来的新挑战新考验，客

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定开拓创新的自觉性主

动性。具体来讲，一是要深入领会党坚持开拓

创新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树立开拓创

新的历史自信，坚定开拓创新的战略定力；二是

要发扬敢于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忧

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把破解重大时代问题作为

推进开拓创新的着力点；三是要勇于推进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提高斗争本领。

第二，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回应人

民期盼中坚持开拓创新。继续坚持开拓创新必

须要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

盼。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领导开拓创新的鲜明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

件下，人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

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32](P32)而中国的开拓创

新之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

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

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3](P52)这要求开拓创新必

须坚持人民导向，确保其发展始终朝着回应人

民期盼的方向前进。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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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P8)“美好

生活”既展现了人民需求在范围上的不断拓展，

也体现出人民需求在质量上的进一步提升。继

续坚持开拓创新，就是要把满足人民期盼作为

价值衡量的根本标准，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和目

标。具体来讲，一是要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

一线，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激发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探索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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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民生难题；二是要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及时发

现、总结、概括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

并使之转化为政策制度，用以指导实践；三是

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着力破

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机制体制障

碍，积极探索先富帮后富、有效提高低收入群

体收入的新路子新方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围绕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在全面深

化改革中坚持开拓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

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下进行

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必须要凸显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开拓创新载体

的重要作用，在深刻把握改革所表现出的阶段

性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和总结开创拓新的规律

性认识，并以此为指导推动实践发展。具体来

讲，一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性。我国

改革事业已从政策调整阶段迈入制度创新阶

段。改革的成效如何，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建

立一套成熟、定型的制度。这要求我们必须紧

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框架，以

体制机制改革为支撑手段，构建内容科学、系

统配套、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治理

方式、政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是要把握全

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当前改革从以往单项和

局部突破转向系统集成、协同推进的阶段，改

革开放每一领域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

这要求我们加强开拓创新的顶层设计和整体

谋划，要把理论、实践、制度、文化以及其他各

方面创新有机衔接起来，形成开拓创新的强大

合力。三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性。当

前改革正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触碰利益之广

前所未有。改革中不断出现的“硬骨头”要求我

们不断解放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各

项改革，坚决破除传统观念和利益固化羁绊，不

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第四，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文明交

流互鉴中坚持开拓创新。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

党的品格与特质。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还把为人类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作为责任担当。今天，中国正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

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每个民族、每个国家

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只有风雨同舟、荣辱与

共，才能把地球建设成为“和睦的大家庭”。在

新起点上，必须要坚持在不同文明兼容并蓄、

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开拓创新能力的提升。

具体来讲，一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借

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打造融通中外的

文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升中华文明的

生命力与影响力，实现中华文明和人类其他文

明的相互交融。二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

展。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不断拓宽马

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视野，同时，在参与全球治

理中，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的理念和主

张，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关怀精神。三

是要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方法。坚持贴近

国外受众，灵活利用新兴媒体，创新对外话语

体系，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

与精神力量，帮助国外民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故事、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故事、

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

坚持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

贵经验，这一经验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

的概括与凝练，也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实践探索的反映与总结；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遵循；也是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

之路。坚持开拓创新，还要不断推进实践探索

与经验总结相结合。从实践探索到经验总结，

是发现问题、找出联系、形成规律的过程，也是

认识从零散到系统的转化过程，任何一次创新

均离不开对前一阶段实践探索的总结提炼，同

时，经验总结也是新实践的再次开启，开拓创

新便是在如此反复度量和验证中实现的。实践

发展永无止境，开拓创新永无止境。今天，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与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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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务，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摒弃因循守旧、故步

自封的思维方式，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找

准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的结合点，推动开拓创

新实现经常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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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ce in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is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CPC’s 
Century-old Endeavor

CHEN Jiagang & WANG Yao
Abstract: Persistence in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is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CPC’s century-

old struggle. In the course of a hundred years of arduous strugg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achieved three great leaps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romoted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opened up a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mot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formed a complete nation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e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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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enrich the achievements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istory and practice 
have fully proved that persistence in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has always been a powerful weapon for 
exploring new paths and opening up new situations, and is a successful code to ensure that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moves from victory to new victory.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ersistence 
in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is concentrated in the core essence of four aspects: insisting on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centralize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 the political 
premise of persisting in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insisting on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seek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fostering innovation; insisting on the main role of the people i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stimulating innovation; insisting on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ependence and openness, comprehensiveness and focus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o ensure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and facing all kinds of predictable and unpredictable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our way forward, we must grasp the new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e great Struggle, keep in 
line with changes in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our society, and focus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responding to the tests of our times, responding to the expectations 
of our peopl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we will forge ahead with determination and innovation to provide strong momentum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Based on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in the face of various predictable and unpredictable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the road 
ahead, we must grasp the new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at struggle, closely follow the changes i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focus on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and focus on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we will forge ahead with determination and innovation 
to provide strong momentum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responding to the tests of our times, responding to the expectations of our peopl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ractical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