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理论工作者的历史担当

洪银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 40年来，“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

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在这个重要节点上，回

顾 4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放眼今天各个领域的卓著成就，深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走

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的理论学习、研究和教学的生涯正好是同祖国的改革开

放进程同步的，庆幸亲身参与了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工作。改革开放 40年，是需要改革理论和理论创新的

时代，也是理论需要联系实际的时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到改革开放的方向越来越清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发展及其对改革开放实践指引和支持作用的强大。就拿政治经济学领域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的提出，明确了中国 40年经济改革所处的发展阶段，从而明确改革所要解

决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推动了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并且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

方向。所有制结构理论的突破，推动了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基本分配制度理论的突破，推动了收入分配结

构的调整，激发了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经济运行理论的突破，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球化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突破，推动了经济的全面开放。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推动了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

就江苏区域发展来说，改革开放先后有三次发展浪潮。第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

率先突破，拉开了江苏各领域改革的大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苏南模式”。这一时期，基本解决了人民

温饱问题，开启了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工业化进程，成功实现了“由农到工”的转变。第二次是上世纪 90

年代，抢抓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开放成为鲜明主题。这一时期，经济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成功实现了

“由内到外”的转变。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江苏在全国率先发展创新型经济，开启了“由大到强”的转

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时代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改革又到了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 40年前。这意味着，

新时代赋予理论工作者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创新理论的历史重任。对此我们责无旁贷。进入新时代，

理论工作者要有新的历史担当。具体而言，要重点聚焦以下问题。

第一，高举伟大旗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举什么旗，是涉及生死存亡的大

问题。中国 4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旗帜鲜明，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面对社

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需要巩固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工作者更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尤其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

科学理论贯穿在理论研究全过程，使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第二，坚定人民立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

性、原则性问题，是理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为谁著书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

理论工作者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可，就在于每一项改革开放措施都是从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新时代理论工作者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

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第三，推进理论创新，适应新时代实现理论新突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的永恒主题。4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披荆斩棘，突破传统的藩篱，就在于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推进理论

创新。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仅凭老经验、老办法难以应对和解

决，更需要思想再解放，需要在理论上实现新突破。拿我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需要依据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方面取

得新突破。

第四，坚持问题导向，顶天立地开展理论攻坚。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

的起点，也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源。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在研究和

解决我国重大发展问题中推进的。最为明显的是解决了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能

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和怎样结合等世界性理论难题。这些问题马

克思在当时不可能碰到，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预见。进入新时代后，我国面临着一系列与低收入阶段不同

的新的重大发展问题，例如，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当传统发展动力衰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已经达到或接近极限时，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问题？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

何解决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如何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等等。新时代重大发

展问题呼唤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和创新既要顶天，也要立地。顶天就是国家目标导向，针对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提供创新的理论。立地就是针对地方重大发展战略问题进

行理论创新，例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江苏作为研究等。

第五，不忘初心使命，把做人和做学问统一起来。理论工作者要不忘初心，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习

近平总书记重托，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

持者。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

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

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