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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蕴的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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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当代中国形态，体现了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深刻的哲学智慧，蕴含着崇高的哲学品格、丰富

的哲学内涵和深远的哲学意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视野，

梳理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精神历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实践精神面向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的重大时代问题，以历史唯物

主义的世界观切中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引领和塑造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习近平治国

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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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

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蕴含着丰富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深刻反思、总结和提炼当今中

国的时代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提升到新的思想高度。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理论价值和思想

魅力。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从哲学视野深入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蕴含的精神品

格、精神内涵和精神意义，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准确把

握当代中国的精神大势，对于全党全社会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高度，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精神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精神品格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提出，“哲学是思想中所把

握到的时代”。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总是和人类自身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哲学家

的哲学思想既是对特定历史时代问题的精神升华，同时也引领和塑造了不同历史时代新的时代精

神。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既是哲学家个体性的自我意识，也是不同时代人类性的自我意识，所以必将

影响时代的精神状况。
哲学的时代性特点决定了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相比，总是以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方式

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从而实现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 以下简称“治国理政思想”)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地真实切中了当

今中国的时代问题，引导和塑造了当今中国新的时代精神，因而具有崇高的哲学品格和精神魅力。
正如近年来学界所广泛探讨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自觉运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然而，从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就治国理政思想蕴含了哪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加以说明固

然重要，但在“说明”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治国理政思想作为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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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华的哲学精神则更为重要。同样，“说明”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固

然重要，但进一步“阐释”治国理政思想以怎样的哲学精神塑造和引导了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则更为

重要。因为治国理政思想不仅仅是简单“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哲学作为时代

精神精华的意义上，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我们只有在这个层面上重

新理解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精神，才能真正把握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高度和重大意义。
首先，治国理政思想注重理想信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理想信念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撑，实现对哲学的理想主义精神品格的当代诠释。
习近平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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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

仰迷茫、精神迷失。全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

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1］15在这

里，习近平着重强调了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的重要精神价值，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需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引领和支撑，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11因此，治

国理政思想对理想信念的强调，就是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在塑造和引领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重大

作用。也就是说，光是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成为现实是不够的，

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趋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政治实践的

灵魂，在勇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探索中，使得中国现实趋向中国理想。
其次，治国理政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底蕴，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坚持实事求是

的实践哲学基础，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精神品格的当代发展。
习近平指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国家的前景十分光明，但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蓝图不

可能一蹴而就，梦想不可能一夜成真。人间万事出艰辛。越是美好的未来，越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

力。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好

风尚。”［1］48这里，习近平着重强调了实干、苦干精神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

意义，强调实干、苦干就是强调把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落到实处，在实践中做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

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75在这个意义上，治国理政思想对实干、苦干精神的强调，对党员干部踏

实工作作风的强调，就是对实践唯物主义内蕴的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实践精神的当代发展。
最后，治国理政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的哲学智慧。
习近平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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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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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就在于以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牢牢立足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实事求是地探索社会主义事

业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因为实事求是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

的规律，‘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探索、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3］81。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本

身就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如今，治国理政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要“根

植于中国大地”，更印证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的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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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治国理政思想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撑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灵魂所系;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为指导，强调在现实劳动实践中改造旧世

界，建设新世界; 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表明，治国理政思想不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在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品格的意义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精神内涵

治国理政思想之所以“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就在于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

语体系“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在这一新的理论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

品格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深入解读和阐释这些精神内涵，构成深入领会治国理政思想所内蕴的

哲学精神的重要内容。
其一，治国理政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批判精神的当代“建构”。
众所周知，反思是哲学基本的思维方式，哲学反思的彻底性决定了哲学思维是最彻底的批判性

思维。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

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9可见，以哲学的反思和批

判精神认识和理解人的现实处境，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继承了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对人类的自由和

解放事业的不懈追求中，那么治国理政思想则把这种反思批判精神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做

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毫无疑问，三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就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然而，近些年来，改革的原有红利效应逐渐被改革过程中出现

的新问题消化掉，改革需要再出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 “中国改革经过 30 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

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

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

涉险滩。”［1］101所以，改革开放虽然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但是这“一招”已经到了需要

进一步反思的阶段。改革开放所凸显的问题能否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 未来是否还需要改革? 需

要什么样的改革? 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

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1］69

可见，在治国理政思想的视域中，哲学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就在于对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的反思

和批判，通过这种哲学层面的反思和批判，改革开放作为事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伟大意义获得了新

的诠释。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决定，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批判精神的继承，更是在实践中对于这一精神的发展。
其二，治国理政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超越精神的当代“建构”。
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决定了，哲学对于现实事物的把握从来不是对于事物的外在否定，而是深

入到事物自身的发展逻辑中，自觉呈现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哲学的反思不是外在反思，而是

内在反思。内在反思强调悬置关于事物的先入之见而面向事情本身的自否定性或内在超越性。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事物的把握不是外在反思的方法，而是坚持事物普遍联系

和发展的内在超越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始终强调面向历史自身的发展

规律，拒绝对历史做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思辨。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

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

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 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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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2］93所以，在马克思看

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从来不在历史之外，而就在历史之中，人类社会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实

现内在的超越和提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超越精神深刻影响了治国理政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主题的把握。正如习

近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

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1］23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以发展的观点去

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天方夜谭，也不会一蹴而

就，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自身发展的角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

事情本身的内在超越精神，深入理解和充分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深刻吸取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经

验教训，创新和开拓内在发展的思路。只有如此，才能真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更

大的进步。
其三，治国理政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精神的当代“建构”。
虽然在对正义的理解问题上，现代政治哲学与古代政治哲学有着重大差别，但是正义自古以来

就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理想。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

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3所以，任何社会制度总蕴含着相应的正义理解和正义建构。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以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理论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无视公平正义问

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就共产主义的正义问题做出了集中阐述，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

中，马克思更深入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实现商品交换价值过程中所获得形式平等和虚

假自由的真实面貌，系统揭示了资本逻辑对社会实质公平正义的掩盖和抹杀。因此，公平正义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重要的理论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蕴的价值追求。
纵观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充满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

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

个问题。”［1］96“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

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1］97

从以上重要论述我们看到，治国理政思想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核心内

容。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公平正义不是抽象的道德法则和法权教条，它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

的。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支撑，总是受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所制

约。同样，公平正义的实现也总是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和过程性。在这个意义上，治国理政思想对于

当前中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强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平正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治国理政

思想视域中的公平正义不存在于哲学思辨所塑造的形上哲学理念中，也不存在于西方政治学理论所

推崇的抽象法权观念中，它就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的维护中。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精神意义

治国理政思想的提出，既有深厚的理论传承性，更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当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土壤上生长出的思想之花。习近平指出:“当代中

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

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

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5］在

这个意义上，治国理政思想就是当今中国时代所需要的理论和思想，它以崇高的精神品格和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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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内涵探讨了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时代课题，具有影响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首先，治国理政思想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以“中国梦”所具有的精神容涵性，对

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给予了新的解读。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究竟如何立足当今中国所处的

历史阶段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如何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使命? 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需要重新加以认识和解决的重

大课题。对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的任务和使命。
“中国梦”以“两个一百年”作为基本奋斗目标，它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富

强和人民幸福这一夙愿的历史性承诺，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的时代性展望。对此，

习近平深情指出:“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

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

期盼。”［1］36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所进行的百年抗争的历史延续，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

强所进行的百年探索的历史传承，更是亿万中华儿女为实现人民幸福所进行的百年奋斗的历史使

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的提出，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方法，它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体凝括，更是对民族解放的独立自主精神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精神的

继承和发展。
正如习近平自信地向世界所宣告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50这种自信不仅源自于改革

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源自于“中国梦”是对中国民族独立自主精神、创新发

展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源自于“中国梦”内涵的巨大精神感召力量。
其次，治国理政思想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实践哲学方法，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朴实

使命感，对当代中国的时代问题给予了新的解决思路。
当今中国，既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期，也处于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突显的历史特殊期，

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发展的效率与发展的公平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更是关系到

亿万中国人是否能够过上好日子的“实”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213这一论断的朴实话语表达方式却道出了治国理政思想的崇高价值选

择，为新时期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提供了思想指南。
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上，习近平强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

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这是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决定性作用，但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反过来也会促进物质文明，这两

者是相辅相成的”［6］187。
在追求发展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问题上，习近平强调“如果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

待，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发展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要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保障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6］213

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问题上，习近平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正确处理

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

时的经济增长。”［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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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治国理政思想在认识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坚持在实现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等事实性维度的福祉的同时，也要实现保障人民群众在

政府权力监督、社会公平正义和生活环境改善等价值性维度的福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治国

理政思想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其事实的可靠性，更应该看到它意蕴深厚的价值的崇高性。正是由于

这种价值崇高性，治国理政思想为真实还原和求解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为实现当代中

国人的美好生活和全面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最后，治国理政思想秉持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哲学旨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性情怀，

对当代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给予新的探讨。
毋庸置疑，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政

治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的联系越发紧密，世界越来越成为真正的“地球村”。因此，世界

不仅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人类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而且发展成为一个全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人类命运从来没有像当今时代这样紧紧地维系在一起。面对世界格局的当代发展变化，习近

平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

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6］264“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

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

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6］261－26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的重要精神指

南，它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打破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

民族等方面的特殊性差别，强调从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角度出发，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殊差异性，这是

对哲学智慧所强调的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和解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表征

的既是人类经济交往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也是人类文化交往基础上的精神共同体，这是对哲学智

慧所强调的人类存在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世

界各国创建开放包容的发展氛围，强调平等共赢、和而不同的交往理念，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格局

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这是对哲学智慧的辩证融合和有机统一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基于以上三

点，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宽广的格局视野、理性的规则意识、深沉的人类情怀，充分彰显了

治国理政思想的睿智的哲学智慧和宏大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建构”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精神品格和丰富精神

内涵，真实切中了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引领和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具有深远的精神意义。
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深入解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精神品格、精神内涵和精神意义，

对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精神发展大势，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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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in Chinese ethics FAN Hao ·5·

The forty-year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nesses a public anxiety about culture in China． This is a reaction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to ethics in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over-anxiety has undermin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in ethics

and morals． Anxiety about ethics as a unique expression of ethical culture is particularly strong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n ethical culture in essence，which sets the theological culture in the West on an even footing． Tha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nontheistic doesn't mean it is a culture without religion; instead it is a culture that didn't choose

theology． The Chinese ethics outdid western theology and eventually became well-established in China． The self-awareness of

and the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ethical culture will develop int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ethical philosophy．

Therefore，we should shake off the passive cultural strategies and develop our culture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 2) Existentialism in virtue ethics YE Fang-xing ·15·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virtue ethics is the coexistence of virtue and life． Because of its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human

life，social life and character trait，virtue ethics shows an important quality of existentialism． An in-depth study of it will

demonstrate the immense value of virtue ethics．

( 3) Marx and Engels' social ideal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society JIANG Chang ·23·

The founding mission of CPC is to rejuvenate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core triumph a of communism． As the“two

centenary goals”set in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s about to be achieved，it is time for us to plan for the fu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unism thoughts of Marx and Engels． Their thoughts aim to combat the insoluble

problems in market economy and capitalism． In the new era，we need to indigenize Marxism so as to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oster a set of dominant values，which requires us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 4) Philosophy behind President Xi's policy in national governance GAO Guang-xu ·33·

President Xi's policy in national governance embodies notable philosophical richness． Aiming at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people's well-being，the policy firmly aligns itself with the Chinese factual situation and therefore is a

guide to solve the China-specific problems． As the most recent development of Marxism sinicization，it represents the zeitgeist

of the new era．

( 5) On the export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in value added SHENG Bin，MA Ying-ying ·39·

Based on the 2000-2014 world input-output tables released by WIOD，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measurement of

the export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from the value-added perspective and compares

that with some foreign countries． We have the following results: ( 1) During the investigated period，China's service export

structure was optimized on the whole; the share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19. 68% to

27. 76%，below the world overall level of 36%; ( 2) China showed a growing trend in value-added ＲCA，but still lagged

behi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Brazil，India and Ｒussia; ( 3) Traditional trade statistics

greatly exaggerated China's service trade imbalance，the degree of which depended on the labor division between China and its

trade partner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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