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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论我国意识形态的转型与创新发展

王 献 福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时代特征、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等认识的深刻

变化，我国意识形态实现了从管理型向建设型的全面转型。 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转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左”
和右的干扰问题，理论武装不力问题，错误思潮冲击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发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优

化、价值理念转化、主导地位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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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我国从传统

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社会的深刻转

型，我国意识形态也实现了全面转型。 经过长期努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肩负新的

历史使命。 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克服当前意识形态转

型中存在的问题，在原有转型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

一、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的全面转型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要

实现全面转型。 所谓意识形态转型，就是指“在经

济体制、社会结构、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模式、‘党
治国家’模式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意识

形态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调整、变革甚至重塑”①。
对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学术界一般以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为界限，把之前的意识形态称为革

命型意识形态，把之后的意识形态称为建设型意识

形态。 如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

发展过程表现为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到建设型意识形

态的转型。②也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

型，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历史性

转型。③

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转型

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出现三种类型。 从 １９２１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为第一阶段，意识形态是典型的革命型。 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革
命目的是夺取政权。 因此，此时意识形态的建构主

要围绕为什么要夺取政权，如何才能夺取政权而展

开。 从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１９７８ 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第二阶段，意识形态是典型

的管理型。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如
何实现对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有效管理，是
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初开始，我国很快形成了政治上高度集权和经济上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一直到改革开

放以后才被打破。 因此， 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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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革命型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具有居高临下特征

的管理型或管控型。 另外，这一类型意识形态的特

征是用革命的思维去思考革命后的事情。 也就是

说，客观上我国社会发展已经告别革命时代进入和

平建设时期，但执政党的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时期的

“斗争思维”中，用阶级斗争去思考很多不具有敌我

矛盾性质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第三

阶段，是典型的建设型意识形态。 这一时期，“改

革”“发展”“建设”等词汇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

话语，标志着我国意识形态实现根本转型。
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之所以实现转型，主要基

于我们党对以下五个方面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

与发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在战争与

和平问题上逐渐形成新的判断。 他指出，世界政治

力量对比出现重要变化，和平因素增长超出战争因

素增长，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

平环境是可能的。 １９８５ 年，他进一步指出：“现在世

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

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和平问

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概括起来，就
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④１９８７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

大主题这一新论断。
第二，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从离共产主

义已经不远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

段和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作出严重错误的估计，提
出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

将来的事情了”⑤的不切实际的论断，导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党的指导思想“左”倾化不断发展。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十三大召开期间，邓小平在许

多重要场合多次谈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合格，还
不发达，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

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１９８７ 年党的十三大

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侧重阶级斗争理

论到侧重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

指导思想，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 概而言之，“革

命”和“建设”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主题，即“在批

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批判旧世界”表达的是

革命主题，“发现新世界”表达的是建设主题。 革命

时期，我们党重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为夺取政权服务。 新时期，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相适应，我们党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生

产力理论。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

是要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

力”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

发展社会生产力”⑦。 对马克思主义解释重点的变

化，为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
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第四，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注重生产关系

和上层建筑变革到注重生产力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

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伟大理

想，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这一基本的理论问题，我们党在相当长的一段

历史时期内并未完全搞清楚。 我们曾一度误认为只

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

度，就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就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

义。 在实践中，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并不具有

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

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

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由此造成一些

严重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十多年的

思考与探索，１９９２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

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他指出：“社会

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⑧与社会主义

本质理论相联系的还有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生
产力标准理论等。

第五，对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的认识，从革命党到

执政党。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５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乡村移

到了城市，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管理城市

和建设城市。 同年 ６ 月 ３０ 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

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全党面

前。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

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他强调：“我们必须

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们必

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⑨这

些论述表明，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从执政党的

角度清醒地认识到了革命胜利后执政党面临的全新

任务。 但在 １９５７ 年下半年，党又重提无产阶级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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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后来，我们

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
这些情况表明，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仍然严重存在，
我们党的执政党意识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再次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已不

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我们党进一步强调，这个主要

矛盾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和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提出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反腐倡廉建

设、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标志着执政党意识越

来越清醒。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认识发生的重大变化，新时

期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国防

外交等许多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认识、新论断、新思

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

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

域主流话语发生了巨大变化，标志着我国意识形态

实现全面转型。

二、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意识形态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转型过程也面临许多挑战和风险，不会一帆风顺。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转型必须两面作战：既不

能“告别革命”，也不能“照旧革命”；既不能“非意识

形态化”，也不能“再意识形态化”。 具体地说，我们

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元历史观，坚持真理观决

定价值观，又要充分肯定价值观在当代意识形态建

设中的突出作用；既要坚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党性

原则，又要努力扩大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包容性；既
要保持革命传统，又要致力于将这一传统有机融入

现代社会生活；既要坚持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又
要给自我实现预留足够的空间；既要坚持远大理想，
包括共产主义信仰，又要切实关注现实生活的改善

和幸福；等等。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被搞乱、被“妖魔化”，要么被

架空、被虚幻化。⑩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转

型是现代化逻辑和社会主义逻辑的统一。 在现代化

逻辑中，意识形态转型要涉及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

俗、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等之间的转化或关系重建；在
社会主义逻辑中，它要涉及革命与改革、阶级与阶

层、斗争与和谐、计划与市场、劳动与资本等之间的

转化或关系重建。“两面作战”和“两个逻辑”的提

法都表明，新时期我国要顺利实现意识形态全面转

型，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为中心，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处理好坚持真理和反对错误思想的关系等。
否则，意识形态转型就会引发信仰迷失、思想混乱、
道德滑坡等问题。

在充分肯定我国意识形态转型取得成绩的同时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意识形态转型面临着一

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左”和右的干扰问题。 一切“左”或右的

错误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

与实践相脱节。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

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

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有些理

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
‘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

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的东西，一
下子被他搞掉了。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

以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时至今日，在思想认识领域，我们仍然面

临来自“左”和右的干扰，特别是一些怀疑甚至否定

“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那一套的右倾论

调，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不小的冲击。
第二，理论武装不力问题。 思想建党、理论强

党，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
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色。 中

央还强调，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就要求理论武

装跟进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感情上真诚认同、政
治上坚定信仰、行动上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然而，长期以来，一些党员干

部放松了理论学习，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

生扭曲。 例如，有的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对共产

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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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缺乏信任，推崇西方价值观；有的党员精神空

虚，热衷于组织或参加封建迷信活动；有的党员身份

意识淡化，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

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
不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有
的党员宗旨观念淡薄，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

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有的党员道德行为不端，违反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
图享乐、奢侈浪费。 党员干部理论武装不力，也是当

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某些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三，错误社会思潮的冲击问题。 随着改革开

放不断深化，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

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 西

方某些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念和制

度模式的挑战，反复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 因

此，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

的、复杂的。 近些年来，国内一些错误思潮时有抬

头，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如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
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否定四项

基本原则。 加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
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
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

现象，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

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等等。 面对这些问

题，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

系，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

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

作提供有力保证；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

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在解释我国意识形态转型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时，“转型陷阱”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面

对。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

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

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

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 ‘混合型体

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

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混合型体制”的典型特征

是权力和资本的奇异结合。 借鉴“转型陷阱”的概

念，有学者认为，“转型陷阱”同样可以解释意识形

态领域存在的问题。 “所谓的意识形态转型陷阱，
就是将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某种具有过渡性

特征的意识形态定型化，从而与畸形的经济社会发

展模式和不合理的利益结构相配套，甚至主动为之

辩护。”这种过渡性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经济

主义或成功主义。 “这种成功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

物质、现世的基础上，而不具备明确的超越性：我们

不十分关注各种不能具象化的目标，无论是政治共

同体的前途，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模式，还是个人的

真正价值及生活的意义。”经济主义或成功主义的

核心精神是功利性和冲突性的。 一方面，它缺乏足

够的超越性，太过利益算计，无法消弭社会分歧；另
一方面，它容易挑起人们之间的竞争与争夺，无法团

结社会，反而撕裂社会，威胁社会的稳定。 在此意义

上，能否有效破除意识形态转型陷阱，是新时期意识

形态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三、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新时代，要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时

期已经实现意识形态全面转型的基础上，针对意识

形态转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

求，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发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

内在结构优化、价值理念转化、主导地位强化。
第一，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优化。 建设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
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理论的彻底性。 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紧跟时代变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个全面”“四个自

信”“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话语表

明，我们基本做到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的

历史的统一，确保了理论内容的真理性。 但是，在理

论体系的完善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创新发

展。 “意识形态是一个多层次复合的思想观念体

系，所有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内在关联的思想观念

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并非一切这类思想观念直接

就是意识形态。”理论学说只有被统治阶级确立为

指导思想，并体现在制度设计和政策主张中，经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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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识形态化过程，才能真正成为意识形态。 例如，
历史上儒学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新自由

主义经过“华盛顿共识”后，才从理论学说转化为意

识形态。 因此，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实际上由价值

理念、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组成。 价值理念

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关乎政治合法性，属于大是

大非的政治原则问题，不存在讨论空间；理论学说不

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但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属于

探索性的学术问题，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主张的不同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大家可以有不同观

点。 改革开放前，我国存在非常明显的泛意识形态

化倾向（“左”倾），意识形态的三个层次高度重叠，
具有集中性、单一性、排他性、教条性的特点，缺乏开

放性、兼容性与灵活性。 这种“三合一”的结构，反
倒经常使意识形态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状态。 随着我

国社会从传统的领域合一向现代化的领域分离转

型，客观上要求意识形态结构也要“实现理论学说、
价值理想、政策主张的合理分离，使其各归其位，并
在各自的领域按自身特点与规律发展基础上保持统

一性”。 但目前我国社会却存在另一种倾向，一些

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实施违背学术道德、违犯宪

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把严肃的政治问题等同于探

索性的学术问题（右倾），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价

值理念受到严重冲击。 因此，新时代要有效防止

“左”和右的干扰，就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三个层次

的结构优化。
第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理念转化。 意识

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不仅来自理论的彻底

性，更重要的在于理论指导实践，解决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问题，以其对现实生活的实际影响力赢得人

心。 理论指导实践的关键环节，是把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转化为指导、规范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和律法化的行为规范，也
即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并体

现在人的行为中。 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

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党员、干部的理

想信念、人生追求、价值准则以及相应的心理情感

等，其实质就是理论武装问题。 面对现实生活中存

在的理论武装不力，切实做到党性和人民性、先进性

和平凡性的统一，使理论内容更接地气、理论话语更

入人心，理论宣传更加有效，需要不断创新发展。 二

是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国家的法

律、法规、决定和命令，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制度设计

和制度选择，使制度运行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实
现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 这不仅意

味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

根本制度，更重要的是要贯穿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 比如，有学者指出，应当对目

前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成进

行完善，公司董事会应由股东董事、独立董事、工人

董事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组成，监事会应由股东监

事、工人监事两部分各占二分之一组成，以此体现社

会主义经济民主。 还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公司

法》和《企业财务通则》中关于公司“税后利润”的分

配，“只考虑了资本增值的需要” “根本没有考虑按

劳分配问题”。 因此，“需要我们从法律上探索一条

途径，解决劳动者如何分享‘剩余劳动’果实问题，
以最终实现‘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 的有机结

合”。 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价值理念如果与具体的

制度设计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脱节现象，就会极大

损害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 三是把主流意识形态

的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礼节、仪式、风
俗、习惯、传统，化民成俗，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相适应的社会环境。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正是

在经历了“儒学制度化”和“儒学生活化”以后，才逐

步实现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度融合，不断得到

巩固和完善。 因此，在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的转

化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强化。 意识

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

争密切相关。 面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

的斗争局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是对于新

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私有

化浪潮、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必须用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辨析评判，务必撕下各种错误思

潮的温情面纱，揭露其本质。 这些错误思潮无非是

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指向中国共产党，指向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

础、政治基础与文化基础。 目的在于移花接木、拆分

嫁接、混淆视听、迷惑思想、制造情绪、丑化中国、搞
乱中国、阻碍中国崛起、遏制中国发展。 面对这些林

林总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剑、
理性客观地斗争、条分缕析地批驳，才能最终赢得意

识形态斗争的胜利”。 二是对由市场经济负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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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产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

主义等错误思想，也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但要严格

区分合理利益追求与功利主义、美好生活需要与享

乐主义、个人正当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之间的界限，
防止把问题扩大化。 三是“对于同源的西方马克思

主义，应加强交流和学习，尤其要高度重视其在西方

背景下通过引入现代西方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发

展提出的真知灼见”。 四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后
现代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社会思

潮，则应通过核心价值观辐射和边沿价值观聚合双

向互动，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 所谓核心价值观辐

射，是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辐射到其他社会领

域，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牢固确立社会主义

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所谓边沿价值观聚合，是指将

社会中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中的某些合理内容逐

渐吸纳到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变成社会主义价值体

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通过实现双向互动，核心价值

观不断地改变并统摄着边沿价值观，边沿价值观也

通过其特有的渗透力给核心价值观以一定的影响，
使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更丰富，兼容性更强，也更具有

吸引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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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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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意识形态的转型与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