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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党中央基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判断。国内学界从内涵、特
征、依据、标志、意义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较为丰富，研究视角较为多元，研究

进路日益深入，但研究还需突破，学界应以宽广的视野、全新的思路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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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们党基于党和国家发展

全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开新局面、开辟

新境界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这一重大论断提出后，很快成

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此进行

系统梳理，并探究其深化方向，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有研究，主

要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特征、依据、标

志、意义等问题。
( 一)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

受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背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内涵的丰富性等因素影响，国内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内涵呈现出多元化、多向度的理解。
一是从“三个意味着”视角理解新时代的内涵。“三个

意味着”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

义的高度概括，有的学者将其作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内涵的切入点和分析框架，认为“三个意味着”深刻揭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丰富内涵，主张应从“民族复

兴”“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个维度认识新时代的内涵。他

们通过回顾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波澜壮阔的民族屈辱

和斗争复兴史，世界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
从一国到多国、从传统到现代的五百年发展历程，以及现代

化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兴起与式微、苏联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产生与衰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诞生与兴盛三种现

代化模式的发展和比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

的民族复兴之维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时代”［1］14 － 24，社会主义之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

现强大生机活力的伟大时代”［1］14 － 24，现代化之维是“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走向成功的伟大时代”［1］14 － 24。
二是从“五个是”视角理解新时代的内涵。党的十九大

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概括为“五个是”，这

为国内学界广泛认同。有的学者指出，“五个是”分别从历史

脉络、建设目标、人民富裕、精神状态和世界舞台的方面揭示

了新时代的丰富内涵。［2］5 － 12有的学者提出，“五个是”从历史

维度、实践维度、人民维度、民族维度、世界维度阐释了新时

代的内涵。［3］1 － 11 有的学者认为，“五个是”从社会主义发展

史、现代化发展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

理念、民族复兴、国际五个侧面对新时代的内涵作了高度概

括。［4］26 － 28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别对“五个是”的丰富内涵进

行了深入解析。虽然学者们对“五个是”的理解维度存在差

异，但他们对“五个是”内涵定位的认识是趋于一致的。第一

个“是”，“规定了新时代的主题，鲜明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新的阶段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

目标前进的问题。”［5］3 － 15 第二个“是”，“规定了这个阶段要

完成 什 么 任 务，进 行 什 么 战 略 安 排，实 现 什 么 目 标 的 问

题。”［5］3 － 15第三个“是”，“规定了新时代的价值取向和人民

立场，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

等基本问题。”［5］3 － 15第四个“是”，“规定了新时代的宏伟目

标，就是要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5］3 － 15 第五个“是”，“规定了新时代中国与

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上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地位，对人类要作出什么样的贡献的问题。”［5］3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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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等同于其性质。
这种视角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完整的新概

念，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孤立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修饰词，而是对新时代的定性、定位。

新时代的制度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

义。新时代的时间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内，没有从根

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

历史阶段内的新阶段。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最重要的是与制度时代、技术时代等区分开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不是制度时代，也不是科技时代。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使用过“新时期”“新阶段”“新起点”等，这些词都

是表示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时代与这些词在很多方面相同、
相近，在有些场合可以互换。但从词意上理解，新时代显得

变化更为突出。［6］38 － 39

四是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视角理解新时

代的内涵。这种视角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变革，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明: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踏入

了新的征程，“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7］17 － 22。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新的

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新的完善。“从纵向的根本制

度到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从横向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政
治制度、社会制度到生态文明制度，从国防和军队建设制度

改革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完善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从建立，逐步发展完善。”［7］17 － 22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实现了新的繁荣。“党更加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地位作用

不断彰显，成就斐然，文化自信空前。”［7］17 － 22 由此断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都进入了新时代。
( 二)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

为便于人们更直观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内涵，学界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变”与“不

变”的辩证关系，以及哲学等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特征进行了研究。
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阐述其特征的学者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五大特征。一是继承与创新

统一的发展性特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既继承了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基础，同时又结

合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要求，实现了理论、思路、模式等的创

新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8］207 － 214。二

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复杂性特征。既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

有待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仍需建设、民主政治有待提高、民生

工程有待加强、文化自信仍需坚定、生态保护有待持续等多

元挑战”［8］207 － 214，又面临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的全面崛起，“世界经济更加融合开放、世界政治更

加互信深入、世界文化更加包容多样、世界信息化趋势更加

明显”［8］207 － 214的国内国际多重机遇。三是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的人民性特征。表现为“着眼于满足人民的需要和解决社

会主要矛盾而推进事业发展”“凝聚并依靠人民的智慧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把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贯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始终”［8］207 － 214。四是砥砺追梦

奠基未来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体包

含三个阶段，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基本实现现代

化阶段、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阶段，三个阶段有机相连，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五是引领世界、示范世界的国际性特

征。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旗帜

高高飘扬在世界舞台，引领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新

发展”［8］207 － 214 ; 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

智慧、中国 声 音、中 国 方 案，向 全 世 界 示 范 了 新 的 发 展 模

式”［8］207 － 214。

从“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视角阐述其方位特征的学

者提出，新时代的总体方位特征，表现为三个“变”和三个

“没有变”。首先，理论成果变了，但理论范畴没有变，即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这一思想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范畴，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9］11 － 14。其次，历史方位变了，但基本国情

没有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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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

导思想”“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

飞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有能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

献”［12］17 － 22四个方面。
( 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学

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

依据。

一是理论依据。不少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依

据。如有的学者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撑”“构成了当前中国

发展进入新时代的直接理论依据”［13］5 － 8。有的学者提出，

“取得党的指导理论的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重要依据”［14］5 － 10，159。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的结果。”［5］3 － 15还有的学者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提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根据“在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15］3 － 8，正是社会基本矛盾的

运动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二是现实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现实依据，或者称为“实践

依据”。如有的学者指出:“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

性变革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依据，而

且是首要根据和基本根据。”［16］3 － 11，123 有的学者认为: “正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构成了新

时代的实践之基。”［3］1 － 11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是我们党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长期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结果。”［5］3 － 15

三是历史依据。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

基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

程提出，历史依据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史和社会主义中国

的辉煌成就”［12］5 － 8。有的学者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依据是世情国情党情

的变化。具体而言，“世情从‘后冷战时代’向‘后危机时代’
转变，中国发展的‘外因’发生深刻变化”“国情从‘富起来’

向‘强起来’转变，中国发展的‘内因’发生深刻变化”“党情

从‘摸索地应对执政挑战’向‘自觉地把握执政规律



还有学者提出了“四大标志论”“五大标志论”。“四大

标志”分别指“历史使命标志: 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行动指南标志: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要矛盾标志: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国际地位

标志: 实 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提 升，日 益 走 近 世 界 舞 台 的 中

央”［22］10 － 13。“五大标志”依次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

变革，中国开始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新要求”“党的理论创新取得新

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党和国家奋斗目标有了新

布局，掀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中国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的 中 央，彰 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对 世 界 的 重 大 意

义”［23］28 － 33。
( 五)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三个“意味着”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意义，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

主义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意义。学界

主要围绕这三个“意味着”和四个“发展史”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意义展开研究，另有学者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理论意义。

从三个“意味着”视角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意义的学者认为，第一个“意味着”概括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实现了几次伟大飞跃，迎来了伟大

复兴的灿烂前景，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新的里程碑”［24］4 － 9。第二个“意味

着”概括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

的重大意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

学社会主义发展到新境界”［24］5 － 12，167。第三个“意味着”概括

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表现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对发展中国家实现

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和借鉴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包含着当今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为人

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中

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为解决当

代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24］5 － 12，167。

从四个“发展史”视角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意义的学者的观点，较之三个“意味着”视角，除了在分析的

理论框架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外，在意义的内涵乃至表述上基

本一致。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是“开辟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格局”，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的重大意义是“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境界”，在人类

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通过非资本

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25］5 － 12，167。有的学者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的重大

意义是“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富强”，在中华民族发

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

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是“焕发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生

机活力”，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是“促进了人类社

会的和平与发展”。［26］11 － 14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在四个“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分别是“标识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新境界”“标识出中华民族发展的新境

遇”“标识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前景”“标识出人类社会

发展的新气象”［27］7 － 12，等等。
无论是三个“意味着”视角，还是四个“发展史”视角，探

讨的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意义，揭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世界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人类

文明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28］70 － 75。与之不同的是，有的学

者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意义，

指出“新时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丰富

内容的理论命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29］12 － 15。这一理论主要包括“新时代

的判断依据、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新时代的科学内涵、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新
时代的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要内容”［29］29 － 33。据此认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意义在于“新时代蕴含着社会

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发展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新时代凝

练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新时代因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特殊的时代课题，成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29］29 － 33。

二、研究评析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呈现出

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多元、研究进路日益深入的特点，彰

显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作

出了积极的学术贡献。

一是丰富的研究内容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命题

提出的时间不长，但研究的内容却甚广，涵盖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特征、起点、依据、标志、逻辑、意蕴、路
径、意义等，囊括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几乎所

有要素向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景象。
虽然不同学者研究的内容各有侧重，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思

路、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也各不相同，在研究的层次与水平上

也参差不齐。但如此广泛的研究范围，极大地拓宽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命题外延，全方位展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丰富内涵，为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多元化的视角，标志着人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认识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和

层次。
二是多元的研究视角为跨学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提供了经验启示。从现有文献来看，至少有四种研究

视角。其一是历史视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置于历

史学视域下进行考察，用历史的眼光、以历史的语境阐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余燕飞研究了历史学视野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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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30］29 － 33，杨凤城着眼于历史视阈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31］4 － 11，段光鹏、王莉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置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视域下进行

研究［32］38 － 45，秦刚、郭强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史来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33］11 － 16，周毅之阐述了认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个历史视角［34］1 － 5。以上学者为开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的历史学视角作出了开拓性贡

献。其二是哲学视角，从哲学语境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如韩庆祥、黄相怀探讨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哲学理解［15］3 － 11，123，姜佑福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立论根据与哲学使命［14］3 － 8，张明提出深入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内涵需要辩证的哲学意识［35］9 － 15，

陈浩、杨雪 琴 探 讨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 的 哲 学 意

蕴［36］79 － 80。上述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引

向哲学领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的哲学视

界。其三是政治视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上升到政

治的高度进行考量，如钟君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政治逻辑［37］13 － 14，杨志超提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五维向度，其中包括政治维度，强调要从政治的高度深

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38］22 － 26。其四是文化视角，

从文化的视角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明意蕴，如

杨晓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蕴含着民族复

兴的文明逻辑，也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和文

明魅力，敞开了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

文明新形态［39］17 － 19，74，等等。如此多元的视角，拓宽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解剖视镜，为从多学科开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三是日益深入的研究进路使研究的话语方式由政治逻

辑逐渐向学术逻辑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

为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学界对此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政治逻

辑向学术逻辑逐渐转变的过程。在早期，学界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反应主要以政治解读为主，相关的理论成果

多见诸于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各类报刊，这一时期理论成果的

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在话语方式上突出强调“全面把握”

或“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与此同

时，伴随着极少量的学术论文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

性的理论宣传文章逐渐减少，学理性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

尤其在 2018 年学术类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早期的学术研究论文侧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本

理论问题的阐释与理论分析框架的建构，基本理论问题阐释

如内涵、依据、起点、标志、意义等，理论分析框架建构如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重维度”“三个维度”“三维

解读”“四维理解”“五重维度”“五维向度”等。虽然这一时

期的研究成果深度有限，但较之于前一阶段却有了较大的提

升。2019 年以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节奏

明显趋缓，并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与 2018 年的“井喷式”

研究不同，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

转入更为理性的深度思考，在研究的主题方面也由整体性问

题的浅层探讨转入个性化问题的深度分析。例如，田克勤、
张林深入分析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

之基［40］37 － 45，李婧深入分析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制度之基［41］46 － 53，等等。
综上，近年来我国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研究内容丰富、视角多元、日渐深入，其中的某些研究很有特

色和理论深度，对深化人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

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

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才提出，因而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研究“欠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核心问题、根本问题，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只有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内涵，才能为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其他问题把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五个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进行了高度概括，学界围绕“五个

是”从不同的维度对新时代的内涵进行了解析，虽然这些解

析对人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具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但总体来看，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

学内涵的揭示尚缺乏深度与厚度。
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依据研究“欠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依据也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研究领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关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合理性与真实性。从学理层面深入探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依据，可为党中央提出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提供坚实的理论

支撑。国内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依据研究方

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现实依据、历史依据、理论依据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研究进

展。但从依据的向度看，其研究还不够全面，一个显著的表

现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哲学依据的研究极为

缺乏。从哲学视角看，任何事物的运动都遵循一定的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不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有其内在的现实逻辑，也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其现实

逻辑与理论逻辑互为表里。对理论逻辑的探讨，若要具备深

度就必然要上升到哲学高度。只有从哲学层面揭示其依据，

才具有最为彻底的说服力。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哲学依据的研究尚显不足。
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研究“欠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尤为重视矛盾的特殊性或个性，认为事物的

特殊性或个性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本质所在，认识事

物的特殊性或个性是认识事物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特征是区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于以

往历史时期的重要判断标志之一，对于正确认识新时代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国内学界对新时代特征问题的研究既缺乏深度也缺乏

广度，相关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现有研究成果虽然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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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论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但尚未深入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层面进行深入探究，个

别学者甚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等同于其特

征，还有的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落在对

“新”的内涵的阐释上，将新时代的基本特征简单化、表面化

理解为“新 的 历 史 起 点”“新 的 矛 盾 变 化”“新 的 历 史 任

务”［42］29 － 30，虽然不无一定道理，但也未免片面化、肤浅化。
因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研究还有待加强。

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研究“欠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研究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用

“三个意味着”和“四个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进行了高度概括，学界对此也给予了高

度的关注和重视。一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意义研究确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这些成果从价值层面深

化和拓展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

判断的认识。另一方面，从整体上观之，既有研究成果尚未

真正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层逻辑对其意义

进行深度解剖，在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上，也尚未完全由政

治逻辑切换并进入到学术逻辑，研究视角也还较普遍局限于

“三个意味着”和“四个发展史”的理论分析框架，滞留于从

民族复兴、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等三维视角或国家、民

族、社会主义、人类社会等四维视角对其意义进行阐释与解

构，虽不乏个别开拓创新之作，但更多的是平庸泛泛之品，因

而关于意义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较为严重。一言以

蔽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研究还有待拓展

和深化。

三、深化方向
研究表明，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

究虽然涉及主题较广，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属研究空白，学界

应以开阔的视野和全新的思路在以下方面深化研究。

第一，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理论问题研

究。基本理论问题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础性

问题，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特征、依据、
意义等系列问题。综前所述，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有很大的

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

本理论问题研究，不但有助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现有研究成果，将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

进一步推向深入，还能促进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认识水平“更上一层楼”。

第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哲学意蕴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背景，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前提性、基础性的重要思想。它有

着多方面的哲学意蕴，首先，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的判断是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

义基本原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马克思

主义时代观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最后，蕴含着质量互变这一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原理，体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渐进性与突变性的统一。探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哲学意蕴，有利于夯实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断的理论基础，也为探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哲学依据打开了新的认识之窗。

第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生动力及其生

成机制研究。所谓内生动力，是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具有隐蔽

性、潜在性特征。其生成机制，是指这种内生力量形成的内

在机理，意旨其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种力量又是如何生成的?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生动力及其生成机

制研究，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

律，主动建构和形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积极

因素、自觉规避和消除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

消极因素，从而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积蓄正

能量。

第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新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发展阶段，这三个概念都是对我

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表述。但三者的内涵是有所不

同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

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43］10。十九届五中全会后，习近

平又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

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

段。”［44］这些论断，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

联系。学界应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新发展阶段”这两个概念的比较研究，从学

理上深入透彻地阐释与廓清三者的联系与区别，以避免人们

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产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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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Ｒesearches o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in Ｒecent Years

WU Jia － qing，TANG Lin － feng
( College of Marxism，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4，China)

Abstract: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major judgment mad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based on
the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researches o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such aspects as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basis，signs，and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contents are relatively rich，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re relatively diversified，and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are increasingly deep － go-
ing． But breakthroughs are expected in this research field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 broad vision and a new way of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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