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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生命线”的角色定位，决

定了它不仅承担着“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和围绕中心、以人为本、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而且就

其自身建设而言，也呈现为一种特殊的治理活动。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问题直接

论及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尤其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治国必先治党”的政治逻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

工作的政党治理功能和国家治理功能。新时代，只有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目标”问

题，包括两者承担的共同历史使命、两者发展的核心目的以及两者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等，才能以

宏观视野和战略思维、微观视角和发展思维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推动思想政治

工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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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印发 《关于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 ，明确提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

重要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构建共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格局等具体要

求①。完善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普遍存在和共同追求的发展命题，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是一个关涉

14 亿多人追求美好生活、关系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以及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也

是一个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路上亟待创新和不尽成熟的实践命题。如何通过发挥思想政治工

作的独特政治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考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和治国理

政水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百年历程中始终

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人”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政治需要，始终是思想政治工作与国家治理之间不

变的原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改革发展全局，尤其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

确把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远景目标，国家治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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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 育 部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师 研 究 专 项 重 大 课 题 攻 关 项 目 “西 部 地 区 高 校 思 政 课 质 量 提 升 战 略 研 究”
( 20JDSZKZ07) 和甘肃省教育厅教育科技创新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角色与功能研究” ( 2021CXZX－006) 的

阶段性成果。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13 日。



代化作为我国的“第五个现代化”①，已然成为一个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军事、国

防等各个领域，涵盖物质基础、精神世界、生态环境等方面治理，兼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

治理能力现代化两大内容的系统工程。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向而行，必须明确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性与科学性之间的适度张力，

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与优势，成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 “角色”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的 “角色”问题，实际上论及思想政治工作与国家治理之间的

本质关联。思想政治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存在形态不同，活动类型多样，但

其本质始终是“一元”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

位的精神力量。”②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传导活动，尽管其内容也含有非

意识形态的成分，但其要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巩固统治阶级执政基础的本质不会改变。换言之，无

论是在国家统治、国家管理抑或国家治理中任何一种模式下，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

中承担的角色都不可替代，因为从人与社会这一最根本的关系范畴来讲，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

“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③。人

的“双重存在”以及人在矛盾中以实践形式不断向前发展的事实，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

就是要立足社会发展实际满足人在无限发展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需要，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政治工作必定是要围绕中心、以人为本，演绎着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之 “生命线”的角色定位，服务

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

第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间，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始终是党和

国家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革命战争时期，面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以及中国民众的无组织分散

状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

不仅多次强调“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④，而且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

积极组织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

根据革命建设经验总结出民主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 “批评—团结—批评”等一系列重要

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并探索建立专门的 “能够经常做宣传工作的机构，以便使宣传工作不断地、

随时随刻地进行”⑤。虽然在“文革”期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历了过火、扭曲的挫折式发展，但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思想政治工作也逐步恢复到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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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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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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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目标，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又提出“新四化”即中国特色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之后，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务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普遍将其定位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并认为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制度和执行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78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44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310 页。
《刘少奇选集》 ( 下)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88 页。



学科化发展之路上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强调 “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

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①，变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时间、对象、

条件和方法。而且，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命题大讨论中，学界也明确论证: “在四个现代

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工作仍然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② 1982 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宋任穷在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 “思想政治

工作，党员教育工作，这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在这个岗位上的几百万干部要努

力钻研这个专业，造就大批思想政治工作专家，去完成新时期赋予我们的任务。”③ 随着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强调无

论现实矛盾多么复杂、社会思潮多么激荡，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始终 “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

新引领各方面创新”④，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全新挑战，强调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

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⑤ 等，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

党的一项极端重要任务来抓，不仅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文化性、创新性、系统性

等内容建设，而且还从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多方面作了科学统筹和具体部署，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创新发

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第二，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承担着 “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而且在国家治理

中具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具体而言，一方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思想政

治工作因其“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⑥，所以围绕人、重视人、服务人、发展人、培养人、引导

人，始终是思想政治工作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逻辑线索。因此，《意见》强调，新时代思想政治工

作要有效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的重要作用”，就必须 “围绕巩固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根本任务，自

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职责使命”⑦。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百

年历史进程中不仅从未忽视过人才，从未轻视过人的作用，而且愈加强调以人为本、重视教育工作，

加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使其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

实践中来。另一方面，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毫不动摇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

的中心工作来抓，而且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理念、政

策和制度。即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 “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

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

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⑧ 所以，《意见》强调，要 “把思想政治工作

与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提供有力政治和思想保障”，而思想政

治工作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 “生命线”，应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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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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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4 页。



的力量”①，实现“四个服务”② 的根本目的，这恰是思想政治工作与我国国家治理之间的重要内在

逻辑关联。换言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始终

不变的基本职责。

此外，就其自身建设而言，思想政治工作本身也呈现为一种特殊的治理活动。理解这一发展特

性，必须明确回答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发展的 “特殊”表现如何，二是理

解思想政治工作自身发展的 “治理”意蕴何在。首先，通过纵向审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百

年历程，可以说在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学科化发展之路上，除了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思想性特质

之外，国家力量的积极参与也是其科学发展的重要推手。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可以说

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学科化、专业化发展的共同结果，因为具有学科属性的思想政

治教育和具有实务属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虽有诸多不同③，但从发生学根源来说，它明显不同于一般

自然科学是在该领域研究深化的过程中衍生出的一门新生专业或新生学科，其正式创立主要是由国

家相关部门基于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现实需要而自觉组织相关力量自上而下推

动形成的一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尤其是 1983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专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

科名称、专业名称、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校招生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研讨与论证，1984 年教育部

印发《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更是直接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正式创立。其次，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发展来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从传

统的“组织式管理”发展为现代的“协同式治理”，因为基于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

仅遵循或参考传统党建工作的简单管理模式已不符合思想政治工作现代转型所内含的实际诉求和建

设规律。换言之，要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整体质量提升，必然需

要管理者把思想政治工作本身作为一项特殊的治理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中重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

展的现代化治理逻辑。最后，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政治工作主体、

客体、内容、方法、载体、平台、资源等多个元素，涉及国家党政领导、制度设计、社会保障、学

校管理、学科建设、教学实践等多个层次，面向不同行业、职业、身份、民族、地域等不同对象，

依靠课堂、实践、图像、文字、视频等不同媒介而运行的复杂系统。要建构完善一个包括课程、科

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多方面内容的一体化工作体系，需要把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为一个以党建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整体系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管理、

内容设计、资源挖掘、方法创新、平台建设、学理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系统化治理，并最终提

升思想政治工作参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能力。

二、凝心聚力、团结奋斗:

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 “功能”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 “功能”问题，实质上论及思想政治工作与我国国家治理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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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13 日。
“四个服务”具体指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 2016 年 1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大

学的办学方向，后来被扩展使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在强调新时代加强和改

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时也使用了这一提法。
参见王学俭、许斯诺: 《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现实考量与策略探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第 1 期。



关联。贯彻落实《意见》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① 的要求，就必须厘清

“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究竟是什么、有哪些现实指向”这一根本问题。根据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中，尤其是在第一、

五、七条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

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② 中，

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可以说贯穿其中，表现突出。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就其功能

定位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是由其意识形态治理的本质所决定，并基于思想政治工作与外部治

理环境所产生的现实联系而对其应然状态加以建构的价值体系。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及

其分类的研究丰富且多样，但多是从教育视角直接切入阐述其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鲜以集中统一

的上位视角即从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视角进行整体阐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③，而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形态治

理本质，决定了它的功能作用与意识形态工作思致相因，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社会安全稳

定、推动国家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即 《意见》指出的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④。具体而言，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展开和现实呈现，但它又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党建工作，而是以党建为基础、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重点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环节。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而言，思想

政治工作的治理功能主要指向两个层面: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而言，就是要不断夯实党的

执政基础，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是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 二是对于全国人民和国

家发展而言，就是要巩固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好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终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磅礴伟力。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治国必先治党”的政治逻辑要求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

政党治理功能。治党与治国的关系问题，是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面对的

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和历史逻辑决

定了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也决定了治国必先治党、强国必先强党的内在机理。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发展而得出的一个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结论。

正如《意见》所强调的，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

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牢牢掌握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⑤。新时代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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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

面各环节。那么，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党治理功能何以体现? 毛泽东曾在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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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明确指出，当时“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

的”，而“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

教育”，“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革命任务

妨碍极大，因此在纠正方法上着重强调了教育上加强政治训练、理论上加强党内教育、组织上开展

民主生活、方式上做好党内批评、政策上编制红军法规、导向上重视人民群众、宣传上重视宣传队

重要性等多种思想政治工作具体方法，以充分实现其政党治理功能，促使红军真正成为 “一个执行

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①。质言之，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党治理功能，本质上是要促进中国共产

党自身建设的有效革新。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

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

清。”② 而思想政治工作正是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重要指向，具体在坚持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坚持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过程中充分发

挥其政党治理功能，进而促使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党的整体，还是党的成员，在自身素质、思想觉

悟、政治行为等方面”始终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最终保证党 “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走在人

民前列，充分发挥其先导、先锋、模范和榜样的作用”③，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概言

之，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党治理功能有效发挥，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必须全面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

国家治理功能。常言道: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 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 《三国

志·吴志·孙权传》 ) 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功能，关键就在于它坚持物质力量

和精神力量相统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聚力推动

整个社会实现全面系统的改革发展进步。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全民族共同参与的战

略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所具有的凝心聚力、强基固本的作用不可替代。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

历程，无论是革命时期的局部执政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面执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并取得伟大成就，一是因为党自身能够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是“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使我们党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保持

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④，即它能够唤醒民众、凝聚民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

“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⑤。思

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 “生命线”，它发挥国家治理功能的核心就在于它能够坚持 “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强信心、聚民心、暖

人心、筑同心”⑥，充当和履行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 “宣传员”、政治认同的 “凝聚器”、精神动

力的“蓄积池”、铸魂育人的“主阵地”、价值观念的“导航仪”、公民素养的 “培训场”等重要角

色与功能，才能顺利完成“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实现“四个服务”的重要目的，最终带领全国

人民举全国之力探索治国、兴国、强国之道。

具体而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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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维度的，具体而言，是指向政治民主化、法治规范化、经济市场化、工业体系化、科技智能化、

管理规范化、思想科学化、价值理性化、社会文明化、生态和谐化这十方面内容的。充分发挥思想

政治工作的国家治理功能，必须在全面审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然状态和发展趋势基础上，

以更宏大的目标视野和逻辑思维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体系。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转化，实质

上论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向度，这是由思想政治工作的内部要素结构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决

定的。从革命年代毛泽东强调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① 到改革开放以后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再到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

位已然发展为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尤其是从对人之生存与发展的本体功能，不断延伸出对

社会之稳定发展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等，形成了现代化的多维思想政治工

作功能体系。所以，新时代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只有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加强思想引领、坚定理想信念、增

进政治认同、引导主流价值、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生态和谐、振奋人文精神、涵养道德素质、提高

人才能力等方面的“软治理”功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治理”意蕴，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上层建筑，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变、道路不偏，保证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更

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三、以人为本、民族复兴:

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 “目标”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 “目标”问题，实际上论及思想政治工作与我国国家治理之间的

任务关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的: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② 换言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国家的不懈追求和伟大目标，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发展主题。尤其

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已然对思想政治工

作创新发展提出了内在要求。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更是具有前所未有

的目标一致性和发展协同性。具体而言，其一，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两者承担的共同历史使命; 其二，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服务于中华

民族千秋伟业，是两者发展的核心目的所在; 其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两者追求的最高价

值目标。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由人来推动的，人作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同样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力量，离开人才资源来谈

国家治理现代化，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要充分发挥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

中的功能优势，必须找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促使两者的发展方

向保持一致且为了共同目标同向而行。概言之，由我国独特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

现实条件所决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凝聚复兴伟力、奋进伟大征程，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在我

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目标定位; 同样，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不仅关系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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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成效，而且还影响着人的解放程度与自由发展水平。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旨在推动形成良法善治型的国家治理

形态，并最终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发展目标。治理理念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前提和基础。纵向审视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从传统的国家管制到现代的国家治理，人类社

会经历过以神本、君本、官本、物本、人本等本位观为主导的治理理念，不同的治理理念引致不同

性质的国家治理模式。横向比较当今世界发展状况，善治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历史趋势，我国国家

治理现代化强调的则是形成 “以人民为中心”的良法善治型公共治理形态。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语

境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具有多重意蕴。其一，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思想的合理性

即“仁政”理念，且抛弃了民本思想的工具性特质。其二，它吸收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即人

的主体性和自我实现目的，且摒弃了非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成分。其三，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人学思想，是站在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自由发展的立场上，立足于人的本质特性，强调以唯物史观为

理论基础发挥人的主体价值，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其四，它凝聚了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强调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言

以蔽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是在吸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

人本主义思想基础上，经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理念，其

内核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逻辑和坚持以人为本的实践逻辑，精髓包括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三重要义。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 “以人民为中心”的

核心理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内在逻辑就在于两者对 “人”这一主体的共同关注以及对党和国

家未来发展目标的作用相一致，从而能够以治理理念现代化及人自身的现代化推动我国形成良法善

治型的国家治理形态，并最终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命题，也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与

国家治理现代化共同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本质就是人在与

物的关系中，由于某种社会关系的不合理而积极投身到社会变革中，在现实世界基础上尝试建构一

个相对更加合理的可能性世界，以满足“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

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的 “新的需要”。其内核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

逻辑和坚持以人为本的实践逻辑，精髓包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

三重要义。因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

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① 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本质上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在现代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的生活需要而再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表现在人的主体性上，就是人为了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 “有意识地自己创造

自己的历史”② 的过程，是“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③。同样，思想政

治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理论逻辑，究其根本也是由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因

为即使现代社会的人集中呈现出三种存在形态即现实存在、精神存在和虚拟存在，但人之主客观

“双重存在”的基本形态决定了 “人既 ‘是其所是’又 ‘不是其所是’，实然性与应然性的张力推

动人不断向前发展”④，而这正是思想政治工作终归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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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光侠等: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6 页。



因所在。所以，在新时代条件下，无论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是思想政治工作立足于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条件以及社会发展实际而设计的现实发展目标，其最终目

的都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终极命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来，这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在

国家治理中创新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所在。

四、改革创新、同向而行:

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 “发展”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 “发展”问题，实际上论及思想政治工作与我国国家治理的环境

关联。《意见》指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 “构建共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格

局”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它所涉及的物质环境、

精神环境、生态环境等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的外部条件。而思想政治工作

环境作为构成思想政治工作过程的要素之一，是影响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与发展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

和，具有构成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内部要素环境和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外部环境之分。虽然思

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发挥与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密切相关，但复杂的问题不会自行解决，推动新

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创新发展，终归还是要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和国家治

理现代化面临的总体形势。但从环境的影响程度看，现代信息社会背景下环境因素影响的广泛性、

复杂性、多变性不仅使国家治理的难度系数增高、治理范围变广，而且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在传

统与现代、国际与国内、本土化与西化、宏观与微观、虚拟与现实、内部与外在、抽象与具体等多

重挑战之下，更加成为一个没有边界、动态变化、开放交叉的复杂系统。所以，推动新时代思想政

治工作创新发展，必须在全面审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然状态与发展趋势基础上，坚持适

应超越规律和多元并存格局，促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方向与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任务紧密

联系起来，探索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创新之径、发展之策。

第一，要以宏观视野和战略思维推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向而行。推动新时

代思想政治工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向而行主要具有两方面内涵: 一是要在遵循人的思想品德形成

发展规律和服务服从社会发展规律这两大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着力推动 “做人的工作”服务于国家

治理现代化; 二是推动两者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

设，并最终以丰富的物质资料生产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为此，一是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为先。在高

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坚定全体党员的理想信念、凝聚全体人民的思想共识，始

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两者同向而行的根本前提和不变定律。二是夯实党的领导为要。

思想政治工作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治理活动，同样也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夯实党的执政

基础的重要手段，探寻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必须坚持党管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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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级各类主阵地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和话语权。三是坚持德法共治为本。新时代

做好做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法治建设中的最大优势，增强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底蕴与价值共识; 另一方面要将法治全面融入嵌入渗入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引领、道德要求与法治规范的有机统一。四是在准确识变中主动求稳求新。面对

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相互交织激荡，网上网下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经济发展 “三期叠加”的影响

持续深化以及我国社会问题层见叠出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付。科学辨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

深入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带来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体系，发挥媒体融合发展优势，引导破解虚

拟世界存在的圈层化弊端和 “信息茧房”效应等，着力塑造理性平和、健康友善的社会心态，做到

思想政治工作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第二，要以微观视角和发展思维明确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重点指向。因为无论是

“群居式”的现实社会还是“个性化”的虚拟世界，“人的问题”包括自然的人性、发展的人文、保

障的人权、追求的人和、渴望的人才等，始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关注焦点，所以新时代推动思想政

治工作创新发展，必须着眼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要素和发展目标，把对人的关注以及对人需要的

满足作为重中之重，加强对“人的问题”的深刻理解与正确把握。为此，一是从发展目标来讲，需

以“使命担当”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根本上是要

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就

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教育等作为重要内容，

深入谋划实施“时代新人培育工程”，整体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实现有效提升。二是从发展主体

来讲，需以“关注青年”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力量，思想

政治工作只有照顾新时代青年成长特点，尊重新时代青年发展规律，做好青年思想引导和教育培养

工作，才能用中国梦激发青年的历史责任感，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青年群众基础。三是从发展手段来说，需以“方法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发展。在以资源

丰富和信息共享为显著特征的大数据时代，人的虚拟存在正蓄积力量、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因此

从互联网建设与信息化教育出发，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的现实要求，立足媒体融合视阈推动 “互联网+”式的方法创新，也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

展的重要向度。四是从发展效能来说，需以“机制建构”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规范化发展。当代社会

各个领域交叉运行、相互影响，全民关注教育、参与教育的意识和行动显著增强，推动思想政治工

作适应法治化建设要求即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系统运行规范化，需要立足 “大思政”格局，坚持 “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治理理念，切实推动形成部门健全、体系完善、环节配套、反馈有

序、监测到位、评估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以保障“三全育人”工作更加有序有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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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Wang Xuejian
As a science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nd the state，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s defined as the

“lifeline”of all work，which determines that it not only undertake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two consolida-
tions”and the basic responsibility of revolving around the center，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serv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but also presents itself as a special kind of governance activity in terms of its own construction． The
issue of the“function”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national governanc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sti-
tutional advantages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the world's unprecedented chan-
ges in a century and the difficult and heavy task of reform，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t home，the political
logic of“ruling the country requires governing the Party first”an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that“puts people
first”requir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arty governance function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only by clarifying the“goal”of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work in national governance，including the common historical mission undertaken by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work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the core purpose of their development and the highest
value goal pursued by them，can we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people－oriented”governance with
a macroscopic vision and strategic thinking，microscopic perspective and development thinking，and promo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o proce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Ｒ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in the New Era

Song Huifang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cluded“implementing civilization crea-

tion projects and exp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for the new era”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nd the Outline of the Vision for 2035． In this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arty's theoretical policies to take root，advance the leap from a large cultural power to a strong cultural pow-
er，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civiliza-
tion practice center in the new era and widely carry out civilization practices． After three years of exploration
of civilization practice，we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feasible path based on voluntary service，supported by so-
cial credit system，and technically supported by the integration and resonance of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and convergence media center，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enhancing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pro-
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improving the capability and level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e arti-
cle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pilot work，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pilot work，and pro-
poses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in the new era on this basis，
in the hope of letting the flower of civilization bloom in every inch of the country and writing a new chapter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great power．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Active Practice
of the Correct Concept of Ｒ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Shang Wei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and action guide for China's foreign work in

the new era． The correct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the root of his Marxist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thought，and the essence of China's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orrect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is a respect，maintenance and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as well as a revision of the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a
transcendence of the narrow，realistic national interest concept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nd
an opposition to and castigation of state behavior that forgets righteousness in front of interests and harms oth-
ers for self－interest． The correct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is the adherence to the common values
of peace，development，fairness，justice，democracy and freedom for all mankind． It practices the value pur-
suit of Marxism and promotes the human to share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devel-
opment interests of all mankind and should also become the common ideological value pursuit of mankind．
The correct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is the value pursuit and active practice of building a com-
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thu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long－term histori-
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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