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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资讯】 

 

 

2022 年 1 月 10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主办的“学理·哲理·道理：新时

代新思想论坛”系列学术活动第六期——习近平经济思想学

习研讨会在文化大厦 1808会议室顺利召开。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

授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教授、副院长邱海平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乐明教授，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方敏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安东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南开大学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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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学院副院长王生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

虎涛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晓钦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齐昊副教授等专家与会研讨。会议由邱海

平教授主持。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

授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教授、副院长邱海平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乐明教授，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方敏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安东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南开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王生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

虎涛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晓钦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齐昊副教授等专家与会研讨。会议由邱海

平教授主持。 

刘元春教授从三个层面阐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贡献。首先阐述了习近平经

济思想如何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所面临的前所

未有的理论、认识、政策和实践问题；其次，从习近平经济

思想所提供的一系列的基本方略、基本经济工作思路和制度

安排的角度出发理解其原创性贡献；最后，具体从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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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在不同阶段提出的一系列的新范畴、新思想、新战略层

面，来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与会专家重点讨论了以下问题：一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

所蕴含的深刻学理，深邃哲理和深厚道理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总体把握；三是对习近

平经济思想原创性贡献标准的界定展开了热烈讨论；四是对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创性贡献体现

在哪些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五是对政治经济学界如何推进

习近平经济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研究进行了深刻总结。 

最后，秦宣院长作会议总结。他表示，本次研讨会取得

圆满成功，与会专家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各抒己见，互相启迪，不断深化对

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把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认

识和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新境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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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5 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主办的“学理·哲理·道理：

新时代新思想论坛”系列学术活动第七期——“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研讨会在文化大厦 1808 会议室顺利

召开。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吴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辛向阳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院院长艾四林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熙国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冯秀军教授，国家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

务副院长孙福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王易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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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学院刘建军教授、邱吉教授、宋友文教授等专家与会

研讨。会议由刘建军教授主持。 

与会专家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一是从哲学、历史等不

同维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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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全新重大论断进行了总体定位

与把握；二是对“时代精华”“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

丰富内涵进行了严密推敲，着重探讨了“中华文化”和“中

国精神”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在文化层面乃至治国理

政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三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深刻关联进行了热烈讨

论，就如何理解“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中国精神的时代

精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等命题进行了细

致分析，进而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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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断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讨论；四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角度思考讨论了

该论断，进一步探讨了该论断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重要意义。 

最后，秦宣院长作会议总结。他对与会专家表示欢迎和

感谢，介绍了举办“学理·哲理·道理：新时代新思想论坛”

系列学术沙龙的背景。他表示，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迸发

灵感，进一步加深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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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全新重大论断的

理解。研究院将继续发挥平台优势和决策咨询作用，更大力

度汇集优秀专家学者参与研讨，不断促进理论界的相互沟

通、交流和启发，把握理论的时代性和敏锐度，不断加强我

们对新时代新思想新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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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6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

昭教授接受《新闻联播》采访，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在党员

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陶文昭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道：“马

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照搬照

抄、固守本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讲中国话、穿中国衣，解

决中国问题的、扎根中国大地的，当今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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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年 1月 1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向明教授受邀参加内蒙古广

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开卷有理》元旦特别节目《请回答

2021》，为大家倾情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王向明教授讲道：“数不尽的英雄讲不完的故事，诚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

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

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

就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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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月 7 日晚，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教授做客东南卫视《中

国正在说》节目，以“飞跃”作为关键词，解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 

 
 

在党成立 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

中国共产党继六届七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第三次

制定重大历史决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这次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大历史

观，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做了完美的总结，

必将统一全党的意志，紧紧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团结一致向前看凝心聚力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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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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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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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速递】 

[ ]   

 

2021 年 12 月 15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宣教授在

《教学与研究》发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

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百年

来，“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

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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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仅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而且也总结了我们党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

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决议》的精神实质，必须结合党的百

年不懈奋斗史，全面了解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与

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

内容和历史地位相比，《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概括有许多新变化：第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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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回答的时代课题。第二，关于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第三，关于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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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5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海军教授

在《教学与研究》发文，认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和赓续

传承，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高度重视和善于总结历

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秀品质，也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总结历史

经验基础上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2021 年 11 月，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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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重要历史节点系统总结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典

范之作，为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路径旨向

和宝贵镜鉴，深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 

（《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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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28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

任、法学院冯玉军教授在《中国司法》发文，认为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以来，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推进新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发展，推进

和实现了一系列丰功伟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

基础和发展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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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作出精准的概括和总结，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确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步调一致向

前进意义重大，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更具有夯基固本的里程碑作用。 

《决议》总结并提出了“十个坚持”的宝贵历史经验，

对于深入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法

治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 依法治国领导的必然

性和重要性。第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人民至上落实法 

治为民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第三，更加深刻地认识坚持中国

道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第四，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坚持胸怀天下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中国司法》2022 年 0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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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月 5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陶文昭研究员在《经济日报》发文，

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

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重大时代

课题。《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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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

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

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

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

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书写了新时代重大课题的优异答卷。 

（《经济日报》2022 年 1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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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月 5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

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

斗中，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英勇顽强地书写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

信、自立、自强，更有志气、骨气、底气，焕发出前所未有

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

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1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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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宣教授在《四川大学

学报》发文，认为 2021年 11月，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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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课题、主要内容和历

史地位作出了新的阐释。《决议》的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主要内容由党的十九大报告概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

个坚持”拓展为“十个明确”，并从十三个领域概括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治国理政过程中提出的原

创性思想，进行的变革性实践，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产生的

标志性成果。那么，现阶段，我们到底如何来准确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认为，

认真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决议》，在理解

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方

面，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结合《决议》概括的“十个明

确”，整体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内容；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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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来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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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1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王义桅教授在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认为欧洲能源问题发酵多时，国

际能源价格持续飙升，导致供暖吃紧、工业活动萎缩、通胀

压力倍增，全球能源市场前景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欧洲的能

源靠俄罗斯。从长远来看，要想实现能源供应稳定，需要在

能源多元化与能源自主方面下功夫。 

欧洲国家本能上对俄罗斯存有一种恐惧，这是苏联遗留

下来的记忆。此外，西方世界习惯以西方文明作为标准审视

俄罗斯，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俄罗斯是欧洲搬

不走的邻居，这是个现实的问题，西方媒体对俄罗斯国家及

民众的负面报道，只会继续深化两者间的鸿沟。而欧洲对俄

的恐惧情绪，是美国控制欧洲的主要基础，且屡试不爽。美

国至今仍认为，俄罗斯是该国的主要军事威胁，因为俄罗斯

拥有诸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为了让欧洲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

产业如能源上，对美持续产生依赖，未来，美国势必会在欧

俄间煽风点火，极力阻止‘北溪 2 号’投入运营。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1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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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5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家刚教授

在《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发文，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新理论命

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

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探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现实逻辑，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在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坚实的制

度支撑、规范的运作机制、具体的程序设计，是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态，既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发展的显著特色，也彰显了具体民主形式中所蕴含的人类共

同价值。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理想与现实、

普遍性与特殊性、制度与实践的平衡中，适应人民群众对美

好政治生活向往的需要，有目标、有步骤、有重点地积极推进。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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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1  

序号 作者 文章名称 刊发媒体 发表时间 

1 秦  宣 中国共产党百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飞跃” 教学与研究 2021年 12月 15日 

2 王海军 经验总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逻辑 教学与研究 2021年 12月 15日 

3 陶文昭 书写新时代重大课题的优异答卷 经济日报 2022年 1月 5日 

4 陶文昭 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年 1月 5日 

5 王义桅 欧洲能源自主长路漫漫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22年 1月 11日 

6 
陈家刚 

曲  政 
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基础与实践空间 

中共天津市委党

校学报 
2022年 1月 15日 

7 秦  宣 
全面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

内容 
四川大学学报 2022年 1月 20日 

8 冯玉军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为全面依法治国夯基固本 中国司法 2022年 1月 28日 

（以上列表按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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