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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

中指出，“要组织全体党员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这说明，学习《纲要》最重要的要求，就是

从《纲要》中读到原著、学到原文、悟到原理，从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

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接续呈现

改革开放以来，每当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为了深入学习这些党的理论创新成

果，特别是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而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宣部就会组

织编写纲要。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后，1995年中宣部

组织编写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共 18章，由绪论、主体内容和结束语

构成，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本质和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对

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

导思想后，中宣部再次组织编写《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共 26章。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2003年中宣部组织编写了《“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共 18章、100条，由绪论、主体内容和结束语构成，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爱国统一战线、祖国完全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核心、执政党建设、

根本目的等内容。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2013年中宣部组织编写了《科学发展观学习

纲要》，共 4个部分、21目、100条，包括“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全面把握科

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坚定不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

设各方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等

内容。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根据党中央要求，中宣部在组

织编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后，再次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纲要》共 21章、99目、200条，由绪论、主体内容和结束语构成。



可见，通过编写《纲要》，引导广大党员群众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原著原文原理，是改革开

放以来党一以贯之的重要举措，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入人心的有效办法。

《纲要》呈现原著原文原理的方式

《纲要》的主体部分共 19章，每章均以主副标题的形式呈现，这与此前纲要的风格一致。其中，主标

题用判断句，标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副标题用“关于……”，引出这一问

题所涵盖的具体内容。《纲要》对原著原文原理的呈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直接式呈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包含的原著原文原理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出

来。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

人民的选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

二是对比式呈现。通过对比的方式呈现原著原文原理。如《纲要》在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

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时，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

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主义和思潮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只有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又如《纲要》在呈现“马

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时，就使用了“真经”与“西经”的对比，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

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

三是说理式呈现。通过说理的方式呈现原著原文原理。如《纲要》在呈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时，就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为指导，在分析了党的八大、八届十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不同判断基础上，着重论证了我国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社会需

求和社会生产的变化，进而得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再如，《纲要》在呈现“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原理时，就从“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

民族”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为什么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四是用典式呈现。通过使用典故来呈现原著原文原理。如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时，使用了“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使用了“鞋

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看准了、认定了，必须坚定

不移走下去”，使用了“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阐述中国梦时，使用了“得其大者可以

兼其小”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两个典故；在讲到全面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时，

使用了“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

《纲要》呈现原著原文原理的特点

《纲要》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著原文原理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原创性。《纲要》忠实原文原著，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这些原创性贡献，集中体

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阐述中。如“新时代”“新的

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四个自信”“四个全面”等。



二是问题性。《纲要》贯穿着“一个时代课题”“十个基本问题”“十七个问题”“八个明确”和“十

四个坚持”，共 200个问题，每一条都体现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如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

别的什么主义”、为什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

三是全面性。《纲要》全面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和基本

要求。涵盖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

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 10个基本问题，也涵盖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要具体解决的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等 17个方面

具体问题。

四是逻辑性。《纲要》建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础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内部和外部条件理论以及能力建设理论，

建构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紧密的思想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