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治理意蕴

代玉启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胸怀天下，将社会进步、国家建设以及全球发展紧密结合，构筑起文化赋

能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立体格局。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培养时代新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汇聚民心民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以坚持文化领导权、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深
化“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化全球治理变革。 以文资治，深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治理意蕴，能够充分激

发文化的治理效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好走向世界并为人类现代化进程做

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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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一种巨大的精

神、信仰、思想和道德支撑，文化在人类社会公共治

理中发挥着培育社会价值、塑造社会精神、规范社会

行为等重要作用，是任何社会行动不可或缺的条件，
更是各级各类治理必不可少的根基。 作为治理的重

要向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

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好文化的引领和凝聚作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至 ８ 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赋能治理

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谋划推进，强调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

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以“九个坚持”
概括的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习近平文

化思想基本内容的较早表达；２０２３ 年 ６ 月，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以“十四个强调”概括的

党对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成为习近平文化

思想主要内容的进一步凝练。 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

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

论层面的高度概括，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

论思考。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从五个

方面重点部署文化建设工作，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

实践策略的构想；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表达，明
确“七个着力”的部署要求。 作为文化工作布局的

集中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实践层面进行方略展

开，充分体现了文化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突破与创

新。 理论层面的指导和实践层面的要求，共同构成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观点、基本精神和最为核心

关键的组成部分， 深刻赋予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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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理的意蕴。 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中国经历

了从政治治理到经济治理的发展，目前正在走向文

化治理的方向［１］ 。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

践总结与理论升华，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

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发展的新篇章，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适应我国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而产生的

新理论，亦是直面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前

所未有之势而形成的新成果，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都彰显出深厚的治理意蕴，彰显着中国之治的文化

根基。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的文

化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文化创造力得到空前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在

此过程中，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以及在社

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力量不断得以

释放和展现。 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国家形象

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彰显，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

更加自信坚定，不仅推动中国逐步实现从文化大国

向文化强国的转变，更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繁荣做

出了更加积极的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重视全民

族文化自信，强调引领作用和创新发展，秉持深远宏

阔的全球视野，展现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对于社

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深

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

上，以文资治，深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治理意

涵，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

球治理创新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已经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一、正心明德，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命

脉和力量源泉。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构成要

素，文化也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实现广大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为价值指向，依托浸润式的思想道德感化、规范性的

价值引领和多样化的资源配置等方式深度参与社会

治理，以文化人、以文载道，为群众打造高品质的美

好生活。
１．围绕立德树人，培养精神富有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多次强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对服务国家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关重要，这是“事关党

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 培养时代新

人，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
庭等方面协同发力，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

标，严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齐抓共管、多
方共育的培养合力。

一方面，在“以文化人”中落实“立德树人”。 立

德树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落实教育根本

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题中之义。 中国共

产党在百余年教育历程中逐步回答了“树什么人、
立什么德、如何立德树人”的基本问题。 习近平指

出，要“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

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 ［２］ 。
“以文化人”与“立德树人”具有内在契合性。 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为立德树人提供源

源不断的文化滋养和力量支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自觉将习

近平文化思想融入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实现理论

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有机融通。 通过“以文化人”，既
注重夯实深厚的文化底蕴，更着力培育良好的道德

品质，从而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另一方面，以“兴文化”赋能“育新人”。 “育新

人”以“兴文化”为前提，“兴文化”以“育新人”为途

径，二者在逻辑上互为前提、在实践上共时统一。 习

近平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唯

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

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３］习近平高度重视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将精神富有内嵌到时代新人的内涵之

中。 培养精神富有的时代新人，需要以“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为基本要求，以“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总体原则，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的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丰富的思想道

德资源，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学习与

践行；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用好学校教育主渠道，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培养更多让

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拓展教育载体及教育方式，强化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推动劳动教

育，聚焦家庭、放眼社会，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

堂紧密融合。 通过“兴文化”激发全民族的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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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创造力，为人民群众提升知识技能、提供精神滋

养、筑牢道德基础，从而为推进民族复兴、强国建设

伟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２．聚焦基础工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

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有凝聚人心、
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

深层次因素。 习近平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

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

循。” ［４］这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治理

的功能和意义。
坚持以德树人、以文化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始终念兹在兹、谆谆教诲的一

件大事。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部

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总结“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

化建设”等演变历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融

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置于社会治理维度考量，遵循从“培
育和践行”到“广泛践行”的行动逻辑，强调“广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

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

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 ［５］４４。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以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巩固文化主体性。 一是发

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

作用。 文化作为社会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影响

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深刻塑造其价值

观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６］ ，其
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
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

睦、亲仁善邻等思想，作为中国人民思想观念和思维

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仍在国家治理和社

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深厚的传统底蕴。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文化建设。 价值观体现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

值选择，影响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把握、传承创新。
要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

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

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弘扬正气的

强大精神力量。 三是以新闻舆论为抓手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闻舆论工作发挥着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要作用，是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依托，是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 要着力提升新闻舆论的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并将其作为中介因

素，不断拓宽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

场域和新渠道。
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提升精神生

活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 ［７］２８。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重要命

题，进一步突显了人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文化的本质就是人

化，文化的核心就在于人。 以文化为着力点，充分激

活文化的治理效能，更好发挥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

基础性作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 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好“依
靠谁、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人民的需要是文化

的根本价值所在。 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物质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

益增长。 因此，必须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为旨归，

不断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品质，其对社会治理有着

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人民期

待。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助于不断满足

人民对更加公平、更为全面、更可持续的文化服务需

要。 新时代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品质，就要

坚持贴近群众和贴近生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深化公共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体现新

时代发展趋势、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提供更加丰富充实、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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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彰

显人民立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 ［５］４５，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

发展导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价值逻辑，深刻

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人民立场。 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

文化经济政策，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用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持续丰富和滋养人民群众的精神生

活。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凝结党和人民精神文化智慧

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其蕴含着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价值引领等强大伟力。 当前，不同群体精神生活

面临着不同困境、表达出不同价值诉求，这迫切需要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立心铸魂、凝心聚力，逐
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４．汇聚民心民力，纾解社会发展痛点难点

民心民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能够推动社

会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繁荣稳定的方向前进。 随着

社会的发展进步，各种交织复杂的问题、难题日益显

现。 文化作为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民众思想观念

和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更是天然的社会治理力量，
成为纾解社会发展痛点、难点的“无形之手”。 习近

平文化思想注重发挥文化的感染力和精神的感召

力，通过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民心民力，充分释放人

民群众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而为社会治理提供源源

不断的精神动力。
一方面，坚持以文化“心”，凝聚民力。 每个人

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这种文化环境能够

强化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文化承载着人民

群众的情感诉求与情感共鸣，促使人民群众在价值

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
大同心圆”。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凝心铸魂、启智

润心的重要作用，能够推动形成集体记忆和价值共

识，从而强化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互助，为纾解社会

发展痛点难点贡献合力。
另一方面，坚持以文化“堵”，普惠民生。 习近

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文化在推进社会治

理、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系统阐述了文化

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反作用。 “文化的力量，或
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

‘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

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
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８］文化作为一种软

实力，既是化解社会“堵点”的重要手段，也是普惠

民生的关键法宝。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文化人、

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注重文化政策的引

导和扶持、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文化传统的传承

和创新、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开展等。 因地、因时、因
事实行这些具体措施，能够减少分歧冲突、缓解社会

矛盾，从而凝聚民心民力、促进社会和谐。

二、凝神聚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加快推动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是实现国家

治理手段和目标的统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 ［９］文化不仅能够发挥自身的治理价值，而
且能够集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力

量，共同推动国家的有效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

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

支撑。” ［７］２２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

理理念，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１．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把握国家治理的正确

方向

作为一种“软权力”，文化领导权不同于政治领

导权，不同于法律强制，而是一种通过文化吸引、说
服和认同来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权力。 坚持和巩

固文化领导权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事关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要始

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

向，为加强和创新国家治理提供科学依循。 新征程

上，如何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长效机制，确保

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

重大现实课题。
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意识形态。 建设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
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指出：
“如何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
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

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

课题。” ［１０］１０７面对信息化条件下社会思想意识多元

多变的形势和局面，“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１１］ ，建立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压紧压实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

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 领导干部要

自觉担起主要责任，坚持原则、敢抓善管，坚守“主
阵地”、种好“责任田”，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本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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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形态工作。
另一方面，全面贯彻落实党管宣传媒体。 党管

宣传媒体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贯彻落实党管宣

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把党的领导落实

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方面面，为实现文化高质量

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１２］ 在实践中，要坚持正确舆

论导向，不断强化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

力，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 严格落实党管宣传、党管

意识形态、党管媒体，不断夯实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

权的根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把握国家

治理正确发展方向、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强大的

力量支撑。
２．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优化国

家治理的总体布局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物质贫困不是社

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 ［５］２２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才能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

精神养料。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

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

论，其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理论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正

确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实
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

进的结果” ［１０］４－５，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

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

自信自强” ［１３］ 。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习近

平不仅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

持续增长，而且反复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 离开精神文明进步的单一物质文明发展，不
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符合社会全面发展进

步的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以推动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鲜明特色，不断推动社会全面

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精神指引和力量

支撑。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鲜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目

标。 在国家治理的任何一个领域，其治理模式的产

生不是由该领域的专业和权威力量单独塑造而成

的，而是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１４］ 。 要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位置，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更高

水平。 要着力解决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增强文化自信自强底气，推动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要大力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提高全民族道德素养，提升社会文明水平，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厚植国家治理

的人心根基。
３．坚持“两个结合”，夯实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以中华文化为根基，彰显

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传统底蕴。 中华民族在

５０００ 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了家国一体、天下

为公、休戚与共的价值理念，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

稳定、国家统一提供了精神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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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 当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

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两个结合”科学回答了

“世界怎么了” “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 在

理论维度上，“两个结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第一个结合”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

一，“第二个结合”体现了联系观和发展观的基本规

律。 在历史维度上，“两个结合”是我们过去取得成

功的法宝，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探索，中国共

产党坚持“两个结合”，以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实践，
创造出辉煌成就。 在现实维度上，“两个结合”是回

答时代重大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

现实需要，这一需要反映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诉求

同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紧密相连，不断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繁荣发展的事业上。 “两个结合”内在一

致、辩证统一，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

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两个结合”的思想智慧，
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

推进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将传统伦理本位

的社会向社会本位的社会推进，并持续强化国家的

意识形态认同。 同时，中华文明展现出一以贯之的

包容性、和平性等品质，中国共产党充分把握这些特

性，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保留传

统底蕴的基础上赋予其鲜明的现代特色，筑牢社会

治理的文化根基，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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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两大奇迹。 可见，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
分运用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灵活运用其中的治理

思想，有效推进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

程。 “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

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认

识已经由实践探索上升到把握规律的新阶段［１５］ ，
夯实了新时代凝聚社会共识、汇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伟力的文化根基。
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国家治理的应

然取向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助于使文化不再只是

被动地在社会中形成并表征社会与历史，而是成为

构建社会、历史与主体行动的要素［１６］ 。 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价值取向的重要维度，反映了中国特色国家治

理的内在需要。 中华民族对于现代文明的探索，与
其复兴之路紧密相连。 ５０００ 多年中华文明史、５００
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１００ 余年中国共产党历史、７０
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深刻蕴含着我们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诚如习近平所说：
“站立在 ９６０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

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１３ 亿中国人

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

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

前进定力。” ［１７］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为
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积淀成为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底色。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是
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及其特质，具有独特

的文明价值，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塑造国家民族

政党现代形象将产生深远影响［１８］ 。 新时代新征程

上，必须在继承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中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展示社会

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和必然性。 必须在突出特性的前

提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

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理解

其形塑现代文明大国的关键密码。 必须在自主知识

体系的构建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文化主

体性，推动文明进步发展。 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互

动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赓续中华民族历史文

脉，植根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结合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建设，不断拓展现代文明建设全球视域。

三、文明互鉴，深化全球治理变革

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了化解文明冲突的中国智

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中华文明历来秉

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理念，以开放包容

闻名于世，能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

发新的生命力。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１９］ ，在
参与全球治理中积极发声，以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

的传播和广泛认可推动国际文化秩序重构，夯实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１．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从张骞西行到鉴真东渡，从万国衣冠相会长安

到海上丝路万里扬波，中华文明自古就开放包容，在
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展现着对世界文明的开放

胸怀。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

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

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２０］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这一倡议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蕴含创新发展、和平

发展、合作发展、共享发展等文明发展新理念，彰显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文明倡议以 ５０００ 余年中华文明为厚重积淀、以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文明

交往思想为理论内核，批判性借鉴了世界文明交流

史的诸多经验，生成于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实

践，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科学指引，为重塑全

球文明秩序提供了实践路径，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贡献了中国智慧。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秉承平等

尊重、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态度，为促进国家间互

信合作消除了思想文化障碍、夯实了文化基础，推动

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实践过程中，应进一步建

立全球文明对话交流平台，推动全球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各国友好交往，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可以说，文
明交流互鉴理念是中国道路化解文明冲突的创新理

念，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文化指引，
更为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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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既是文明多样性的倡导者，
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将以全球文

明倡议为指引，“加强同全球各地的文化交流，共同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

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２１］ 。 我们应当不断提升

全球文明倡议对外传播的实效，重视瞄准青年群体，
用好社交媒体平台，更加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精准

传播工作，携手世界各国以深化交流互鉴构筑全球

治理体系新格局、开创全球文明发展新时代。
２．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

响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复兴，必然

伴随着话语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提升。 构建充分体现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 在当前国际竞

争格局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成为备受关注的时代

命题，在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和宣介中国主张、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构建

中国话语体系，采取一系列方法措施，不断增强中华

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 ［５］４６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创新话语表

达方式，有助于更好履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带动

中华文化创新创造、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增进世

界文明多样性。 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中，中华

文明创造了延绵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辉煌奇迹，为
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深化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有益帮助。
习近平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

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
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２２］ 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构建中

国话语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将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摆在全局性的战略位置，从
提升塑造力、感召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等层面进行战

略布局，不断开创国际传播工作新局面。 具体而言，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回应时代诉求，保持开放的视野胸

襟；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机结合起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重点提炼展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宇宙哲思、邦交之道、治国理念和精神追求展示

出来、传播出去，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命力；在巩固国内民众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强化

文化传播的“同心圆”效应，循序渐进打造“民族—
世界”的文化辐射圈，创设交融共生的世界文明百

花园。
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球治理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产生，由于

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健全，全球治理危机日益显现。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共同体内涵，集中体

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 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有效弥补了现有全球治理方案的不足，为解决全球

治理难题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在人类发展进

步大潮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 ［２３］ ，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 ［２４］ ，而
是实现共赢共享，共同创造更多更优秀的人类文明

成果。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
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 ［２５］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
强调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建设人类文明新

形态赋予坚强的理论支撑。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

建的表现形式，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历

史积淀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导，形成了

‘世界性’的文明特质，在目的维度上指向对世界文

明格局的历史性重塑。” ［２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

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实践进路的

生动展现，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文明交往范式，
彰显了当代中国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使命担

当。 进入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

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持

续注入强大生机活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描

绘了全球治理的理想蓝图，为全球治理注入了强大

的动力。 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积极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要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等维度

确立全球人权治理新理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

交流和生态等维度开辟全球供应链治理新路径，以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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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等。
４．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

进程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全人类客观需求的价值

共识，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方案。 全人类

共同价值贯通个人、国家、世界三个层面，凝聚了世

界各国处理彼此关系时的普遍共识，是各国人民价

值观念和思想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所作的题为《同舟

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的演讲中指出：“要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２７］ 全人类共同

价值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指明了新的价值路向，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担当。 新

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全人

类共同价值，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团结起来，推动建立

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小圈子及

零和博弈思维，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

明发展；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互助，与各国人

民携手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为人类

和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实
现了对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和西方“普世价值”的真

理性超越和历史性超越，具有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

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全球治理新秩序等重

要意义。 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全球治理的

意义在于，它从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诉求出发，逐渐

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携手各国

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遵循的价值准则。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中国始终坚守全人类共

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指明了实

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路径。 当前，由于西方话

语霸权遏制、逆全球化思潮涌起及中国自身对外传

播话语局限等因素影响，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仍面

临严峻挑战。 这不仅需要开放型世界经济、新型国

际关系等的保障，更需要中国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

的国际传播力，构筑中国话语解释力，探索适合自身

文明特色的弘扬路径，并在交流互鉴中加深不同文

明了解，在深化国际交往中增进文化认同，以此聚合

全人类共同价值优势，更好赋能人类命运共同体。
只有立足中华文明，以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基本

框架，以抵制西方“文明冲突论”为着力点，才能探

索出适合自身文明特色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路

径，从而真正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

结　 语

文化者，文治教化之谓也。 《礼记·祭法》云：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所谓文治，
就是以礼乐治民。 礼主别异，乐主和同，礼乐文化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是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的根本所在。 习近平文化

思想正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赓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置身现代化情境而形成的。 作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

想具有正确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内涵丰富、
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 它既是对党领导

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还是以宽广的历史视

野和长远的发展眼光观察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的理

论产物。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包含治理理论观点的创新和

突破，又包含治理工作布局的部署和要求，彰显出社

会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三重意蕴。 在社会

治理方面，深刻把握“现实的人”的价值意蕴，以时

代新人为出发点，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要，夯实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在国家治理

方面，立足政党这一领导力量，需要在明确文化赋能

国家治理正确方向的基础上，优化国家治理的协调

布局、夯实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明确国家治理的应

然取向，筑牢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在全球治理方

面，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循序渐进打造中华

文明的国际传播体系，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

响力，全力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

进程，厚植全球治理变革的文明底蕴。 新时代新征

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持续推

动社会治理创新、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全球治理变革

完善，将“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有效治理

的深层力量，以“人类知识的总和”不断开辟我国国

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在文明辉映互鉴的过程中努

力推进人类文明的历史进阶。

参考文献

［１］施雪华，禄琼．当前中国文化治理的意义、进程与思路［ Ｊ］ ．学术

界，２０１７（１）：５３－６２．
［２］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４－５．
［３］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１６．

２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



［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６５．
［５］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
［６］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２５．
［７］中共中央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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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９．
［８］习近平．之江新语［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４９．
［９］杨立华．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

［Ｊ］ ．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０（１）：４０－５１．
［１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８６．
［１２］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０８－１７（１）．
［１３］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Ｊ］ ．求

是，２０２３（１６）：４－８．
［１４］王彦伟，赵雅萍．文化治理：一个治理领域抑或一种治理方式？

［Ｊ］ ．文化软实力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５－２２．
［１５］张传平．“两个相结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原创

性贡献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Ｊ］ ．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１２）：１２－

２０．

［１６］张森．寓文于治：文化治理视域下创新社会治理的文化路径［ Ｊ］ ．
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３（８）：３６－４１．

［１７］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６－１７．
［１８］陈金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Ｊ］ ．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２３（８）：１６－２１．
［１９］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１．
［２０］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上的主旨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０３－１６（２）．
［２１］习近平向 ２０２３ 北京文化论坛致贺信［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０９－

１５（１）．
［２２］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Ｎ］．人

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６－０２（１）．
［２３］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１）．
［２４］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５０ 周年纪念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１０－２６（１）．
［２５］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Ｊ］ ．求是，２０２３（１７）：

４－１１．
［２６］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逻辑进路［ Ｊ］ ．江海学刊，

２０２４（１）：１６－２３．
［２７］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１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４－２１（１）．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ａｉ Ｙｕ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ｍｂｒ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ｆｕｌｌ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墨　 恩

３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治理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