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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中国精神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 

佘双好1 

[摘  要]虽然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

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提炼和升华，但把中国精神作为一个特定概念，是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明确提出的，习近平不仅明确提出了中国精神的概念，而且不

断丰富和充实中国精神的内涵，在当代中国，中国精神具有特定的内涵。应从中

国精神的核心内涵和延展内涵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精神的内涵，采取“守一望

多”的策略去理解习近平关于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中国精神对提振当代中国人

的精神状态，构筑中国道路的精神支撑，调动中国力量的内在源泉，提供世界发

展的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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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中心副主任（湖北  武汉  43007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充

分发挥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积极挖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因素。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论述中国精神，对中国精神进行了新的凝练，对中国精神

深刻内涵进行不断丰富和挖掘，形成具有特定内涵和丰富内容的中国精神的思想。

全面整理习近平关于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其内涵和特征，充分调动包

含在其中的精神因素，对支撑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想、提供中

国智慧，对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对中国精神的新凝练 

中华民族具有重视精神和精神生活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精神的忠实

的继承和坚定的弘扬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和充实中

国精神的内涵，赋予中国精神以时代内涵和特定的精神内核，构筑起当代中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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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结构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中国精神进行过提炼和升华，比如毛泽东

提出过“革命精神”的概念，“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

这里头出来的。”[1](P162)邓小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

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

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认为“搞

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

精神。”[2](P367-368)江泽民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在五千多年的发展

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

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3](P559)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重要内容，但这些论述中并没有使用“中国精神”这一概念。 

明确提出中国精神这个概念，并且对中国精神进行系统凝练，作为支撑中国

道路的精神力量，激励中国人发展的精神因素，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两

次集中系统阐述中国精神。第一次是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

讲话中，习近平使用“中国精神”这个概念，并把“中国精神”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联系起来，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

兴国之魂、强国之魂。”[4](P234-235)这次讲话不仅提出中国精神这个概念，而且对中

国精神的核心内涵进行了阐述。即中国精神是一个确定明确概念，虽然中国精神

内涵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但是在

对中国精神定位时，习近平使用“这种”精神一词，显然是一个单数概念，它是

“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第二次是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

“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

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

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

强大精神动力。”[5](P2)接着，他用“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

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精神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

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的气势磅礴的论述，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新

的凝练。[5](P2)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主要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提炼和升华，

但其中彰显着时代精神的内在要求，事实上也是对当代中国精神新的注解。 

习近平还在多个重要场合对中国精神的内涵进行不断注解和阐发，比如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进行阐发，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

讲话中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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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6](P164)比如

对中国革命精神中的中国精神内涵进行阐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讲话

中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

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的最高体现。”[7](P395)比如对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在关系的阐发，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必须在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

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使之为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为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服务。”[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9](P42)比如中国

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在关系的阐发，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

平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

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讲话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进行新的连接，赋予

民族精神时代内涵，同时把时代精神根植于民族精神开阔背景下，使得中国精神

在当代中国具有了明确的特定内容。 

二、习近平关于中国精神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 

从中国精神概念的提出和生成发展过程来看，“中国精神”是一个不断形成

和生成的概念，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基础上，不断切合时代要求，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所进行的积淀与升华；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中积

淀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

熔铸和塑造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提炼和升华的积极精神成果。在当代中国，中国精神具有特

定的内涵。 

1. 中国精神的核心性内涵 

中国精神具有核心的内涵，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既是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讲话作的明确界

定，也是理解中国精神的基本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是理解中国精神的两个支柱，习近平正是在两个基点的基础上对中

国精神的内涵进行不断注解和阐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对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时代精神的新提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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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习近平在论述中充分展示了对中华民族、中

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的自信和骄傲，是当代爱国主义的生动篇章。二是继承了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精神的积极成果，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精神

进行过提炼，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提炼，充分继承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

民族精神论述中的思想成果，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敬业奉献中的“创造精神”，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中的“奋斗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民族精神中的“团

结精神”，以及追求理想、矢志不渝的“梦想精神”，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精神

的新提炼既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精神的提炼一脉相承，又实现了新的升华。三是

调整了中华民族精神提炼的角度。习近平在新提炼中，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的

角度，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凝练。突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中国人民

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把民族精神提炼的

角度放在中国人民所体现的精神内涵角度，论述中的落脚点是中国人民，中国人

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的人民，这样既体现了

中华民族精神丰富内涵，具有开放性，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在中华民族精神支撑下

当代中国人应有的精神状态。四是具有更为积极的精神内涵，与以往对中华民族

精神的提炼相比，习近平关于民族精神的提炼更具有积极进取的元素。创造、奋

斗、团结、梦想精神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彰显了昂扬向上的精神成

分。五是贯通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容，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

想精神既深刻阐述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的禀赋和贡献，也对

当代需要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品质的一种呼唤；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也

是时代精神的深切呼唤。这种内在的整合性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讲话中体现

得更加充分，在讲话中，习近平把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改革开放精神作为当代中国

精神的标识，同时他又深刻挖掘中华民族精神的改革开放精神元素，“中国人民具

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

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 5 000 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以数千年大历史观

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

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10] 

从上述论述来看，习近平对民族精神的阐述和时代精神的阐述越来越具有整

合性。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实际上是一体的，正是在中华民族

精神的丰厚积淀下，当代中国才以时代精神的面貌展现在世界各民族和文化之林，

成为世界丰富多样精神因素中最为绚丽的精神花朵。虽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从历时性来对中国精神内涵进行概括和

提升，但实质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具有贯通性和内在统一性，是一个历时性与

共时性相统一的概念，正是中华民族具有如此的民族精神，才以如此的时代精神

体现当代中国精神的内涵，因此，应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角度深刻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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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精神的具体内涵，从统一性和内在一致性角度认识中国精神的核心内核。 

2. 中国精神的延展性内涵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长的绚丽花朵，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

华，这是中国精神的内核和核心要件，但是中国精神的精华并不能脱离于其他精

神而存在，中国精神作为积极生长的精神因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的

精神精华，从习近平关于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来看，中国精神的概念是一个不断

生成的概念，中国精神具有深厚背景和深刻的现实基础，它内在地包含以下精神

文化成分和因素：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在 5 000 多年的文明历史中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基因，也是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沃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

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

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6](P170)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

平从积极角度唤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国精

神进行了不断拓展，“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

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6](P171)“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

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6](P161)重点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传统文化

中积极向上、向善的因素整理出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中

国精神的思想资源。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中国精神进行提

炼。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

中华人文精神，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精神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精神贯穿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血脉之中，是中国精神的精神沃土和文化滋润。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积极精神成果。这是中国精神

的本质内涵， 中国精神的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首先它融汇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形成历史角度的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

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形成和积淀起来的精神成果。其次，中国精神的主干

内容，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包括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为推

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文化，

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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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三，它的内在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无

论是党领导人民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形成

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区别于其他性质文化的根本标志。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精神

的性质维度。因此，中国精神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倡导的

思想观念和精神品质，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社会主义

文化等中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因素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精神体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应把中国精神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开阔视野，来

认识理解中国精神的多维内涵。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精神成果的升华。中国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的生动反映，也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精神因素，这是从

中国精神的根源角度的规定。中国精神作为一种观念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归根到

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和奋斗精神的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不

仅创造和发展出优秀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开发和建设了祖国辽阔壮丽的大好河山，

建设起美好的家园，而且铸就和锻造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和构筑

了伟大的梦想精神。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的进程中，不断对中国精神进行提炼和升华，比如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把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九

大中，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成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

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把劳模精神看成是中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在会见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和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的讲话中，认为载人航天精神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中

国精神、中国力量；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改革开放精神看

成为当代中国精神的标识等。习近平在不同实践场所和不同领域对中国精神的阐

述，既充分说明中国精神蕴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又不断升华了中国精神，体现了中国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的双向推进关系，充分说明了中国精神内涵的多样丰富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的特征。 

从习近平对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来看，中国精神在当代中国既有其核心内核，

同时也具有其延展性内容。因此，对中国精神理解不能单纯从某一方面进行理解，

而应该从多元和丰富内涵层面对中国精神的多重解读，采用“守一望多”的策略

对中国精神进行理解。所谓“守一”即坚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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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核心内核。所谓“望多”即把中国精神拓展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的精神精华，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力量。“中

国精神”并不是一种静态，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基础上，不断切合时代要求，在不断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所进行的积淀与升华，因此，“中国精神”具

有核心的内核，也要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赋予“中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三、中国精神的内在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精神作为特定概念，是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就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既是中

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也是近现代以来一代又

一代仁人志士为寻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所积淀的革命精

神的升华，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形成的时代精神的凝结。

“这种精神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中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 

1. 提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时间节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

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

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9](P10-11)新时

代呼唤创造精神，新时代需要激发每一个中华儿女创造的激情，有创造的人生才

是有价值的人生。新时代呼唤奋斗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的，要实现梦想就需要奋斗。新时代呼唤团结精神，新时代

需要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十三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

胜的磅礴之力，才能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新时代呼唤梦想精神，国家梦、人

民梦、个人梦是统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为梦想而奋斗，才能梦想成

真。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对中国精神的新提炼，在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改革开放精神的提炼，不仅体现了中华

民族几千年形成的精神追求，而且切合了时代精神的需要，极大地提振实现中国

梦的精神状态，具有激发广大民众形成与伟大时代呼应的伟大精神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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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筑支撑中国道路的精神力量 

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以某种理论和价值作为支撑，中国道路的顺利发展也离

不开精神的力量和价值支撑。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精神既是社会客观存在

的反映，同时也对社会存在有积极的反作用。中国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

观存在的反映，它积极反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道路的价值支撑，

是支持中国道路的精神动力。经过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

实践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

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4](P118)我们走的中

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导和基本原则，是中国道路的灵魂和

方向，也是中国道路的精神支撑，需要不断构筑。 

3. 调动中国力量的内在源泉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懈努力接力奋斗，离不

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种伟大的中国力量来源于什么呢？来自

于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

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

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空

间。”[4](P235)中国梦作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是凝聚各族人民最伟

大的精神力量，使广大各族人民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就汇聚成实

现理想和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小平多次指出，

“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

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

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1](P110)习近平也指出：“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

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4](P115)中国梦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

大理想，是当前广大各族人民在奋斗目标上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是调动最广大人

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强大精神动力，有这种精神的动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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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4. 提供世界发展的中国智慧 

中国精神不仅对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而且也为世界提供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

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

和吸引力。我们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

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
[12](P119-120)

中华民族曾经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也经

历过近代以来精神上的打击和文化的屈辱，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人民精神

上从被动转为主动，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艰辛探索，中国已经找到一条适合自

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仅为世界提供全新的选择，也为

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

路”倡议等一系列理念和行动，标志着中国超越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摆脱西方社

会丛林法则、破除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思、超越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陷阱，体

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和精神气质既是支撑中国发

展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构成世界文化多元共同体不可缺少的元素，对世界文明发

展具有独特的作用。 

综上所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

成中国精神的主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

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文

明风尚，构成当代中国精神的基本框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近现代形成的

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民族为

人类社会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带来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复

兴，中华民族必将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世界的发展必将因中国精神的注入

变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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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rtain Parctial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Chinese Spirit 

 

She Shuanghao 
Abstract: Although the leader te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finement and sublima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formed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inese spirit has been a specific and clear concept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esident Xi Jinping not only explicitly e President Xi Jinping not only explicitl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spirit, but also constantly enriches and fulfill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spiri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ese spirit now has a 

specific connotation.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spirit from two 

aspects: the aspect of core connotation and the aspect of extension connotation. This paper 

adopts a strategy of “keeping one eye on more” to understand the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Chinese spirit. The Chinese spirit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times 

in boosting the spiritual stat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building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the Chinese road, mobilizing the internal source of China’s power and providing 

the Chinese wisdom for world development. 

Key words: Xi Jinping, the Chinese spiri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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