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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时代精神作为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动力 ,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体现着一个时代

的人们在推进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精神风貌 、民族气质 、行为规范 、价值追求。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 特指

改革开放以来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国在总体上呈现出的由改革创新精神所统领的整个时代精神。从实践来

看 ,改革创新既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又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 、文化特质 , 它体现出历史

性 、实践性 、民族性 、科学性 、包容性等鲜明特征 , 经历了初步形成 、继续深化和全面拓展三个发展阶段。要在新时

期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 就需要积极回应时代发展需求和科学解答时代课题并举 、进一步深化各项

改革创新 、总结归纳和宣传普及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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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 ,时代

精神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 ,而且是推动社会

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

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 ,历来重视培育时代精神

并积极发挥其对于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动力作用 。

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 ,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国

共产党不断对时代精神进行培育 、弘扬和总结的历

史。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

断迈向前进 ,在革故鼎新的历史进程中 ,时代精神不

断被注入新的元素 ,改革创新逐渐成为新时期时代

精神的核心;同时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

共同构成了具有导向 、凝聚 、规范功能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

一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内涵和本

质

(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内涵

所谓改革 ,即变革 、改造 ,是指革除旧事物 ,除弊

兴利 ,主要包括体制机制上的变化。所谓创新 ,即革

新 ,弃旧图新 ,主要包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

进 。改革与创新是相互依存 、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 ,

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 、新思想战胜旧思想的手段和

途径。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内涵的理

解涉及三个层面 ,即何为时代精神 、何为改革创新精

神 、何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因研究角

度不同 、所持标准有别 、研究旨趣相异 ,目前 ,学界对

时代精神有着诸多不同的界定和解释。比如 ,基于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认为 ,时代精神是

集中体现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那些代表时代发展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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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标志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 ,对社会生产发展能产

生积极影响的思想;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追求的相

互关系认为 ,时代精神是为解决当时迫切的历史课

题而产生的关系到全民族根本利益的社会愿望以及

为之奋斗而出现的价值取向 、道德观念 、审美情趣 、

精神风貌等;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互动关系认为 ,时代

精神是一个时代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大多数人所希

望 、所向往 、所信奉并为之激动不已 、追求不止的价

值观念。用唯物史观综合上述各种不同解释并结合

中国共产党推进时代精神发展的具体实践 ,可以这

样来界定时代精神 ,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根

据一定的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目标 ,逐步形成的代

表时代发展趋势和潮流 、推动社会变革和前进的社

会意识总结构中最活跃 、最先进的方面。当代中国

的时代精神主要体现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

俱进 、勇于创新 ,知难而进 、一往无前 ,艰苦奋斗 、务

求实效 ,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 1] 79 。

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 。在这一时代条件下 ,

逐步产生了在全社会具有普遍性的追求变革 、勇于

创新的精神文化。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改革

创新精神不断展现为反思精神 、科学精神 、创业精

神 、开放精神 、自由精神等各个方面 。在社会存在与

社会意识双重变革 、螺旋演进的过程中 ,改革创新精

神在整个时代精神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一方面统领

着时代精神中的其他组成部分 ,不断激发和调动各

社会阶层和全体建设者持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制

度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另一方面 ,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又体现为诸如抗洪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等具

体的精神 ,从而形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的总体风貌。总之 ,改革创新精神是在一定的时代

条件下 ,为实现一定的价值追求而形成的求变创新

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特指改革开放

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国在总体上呈现出的

由改革创新精神所统领的整个时代精神 。

(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本质

探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本质 ,就

是探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和

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

下 ,中华民族改变了近代以来倍受欺凌 、积贫积弱的

困境 ,经过革命 、建设 、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努力奋

斗 ,已经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并正在实

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 。这一切的最终目标都

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同样 ,在改革

开放的时代条件下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虽体现出改革创新的基本取向和鲜明特点 ,却不是

其本质 。循着以上思路可以得出 ,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本质上是以人为本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基于不同的时代条件和奋

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对以人为本有着不同的具体阐

释 。比如 ,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 ,一切为了群众 ,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全方位 、宽领域 、深

层次的展开 ,以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

形成 ,对此问题有了诸多新的理解。邓小平提出是

否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标

准 ,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则明确提出科学发展的核心就

是以人为本。因此 ,革命时期 、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

新时期对此的表述虽有差异和侧重 ,但却是一以贯

之 、一脉相承的。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目标和归宿 ,

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作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 。也就是说 ,在改

革开放的过程中 ,要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

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为实

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民主 、法治 、文明 、和谐的

社会环境 ,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
[ 2] 15

。因此 ,改革开放的实践主体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 ,只有保证

人民群众平等 、公正 、有尊严地参与社会实践 ,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创造性 ,改革创新才成为可

能;而在制定路线 、方针 、政策时 ,只有把人民群众拥

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作

为衡量是非得失 、成败功过的标准 ,才能真正体现改

革创新的精神实质 。

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特征与具

体表现

时代精神随时代的变迁而形成 、发展。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经济 、政治 、社会大变革的前奏

和准备 ,因而也就成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形成的逻辑起点 。总体而言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是在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

的整个民族的意识结构和精神状态 ,因此必然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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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意识层面的体现 ,主要体

现为历史性 、实践性 、民族性 、科学性 、包容性等特

征。

(一)历史性 。一定的精神的产生 、形成 、丰富和

发展 ,总是历史的产物 ,并为新的历史演进提供材

料 、创造条件。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虽然

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 ,但它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 。

这涉及三方面内涵。1.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创新 、

开拓进取的民族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创造了

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比如晚清总体趋于墨守成规 ,但革故鼎新精神从

未消失 , “变则通 、通则久”之理念深入人心 ,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承了中国民族这一宝贵精

神财富。对此 ,胡锦涛曾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

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 、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

文明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

的文化传统 ,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 ,也深深影响着当

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 、与时俱进 、社

会和谐 、和平发展 ,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 ,又

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 3] 8

2.改革开放以来 ,

之所以能形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离不

开对建党以来理论成果 、思想路线等的继承与发展 ,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传创 ,还是党

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时代精神的培育和概括 ,抑

或是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改革创新精神逐

渐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 ,都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的历史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还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

涵。3.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虽承继历史 ,

但不囿于既有认识和经验 ,面对传承下来的精神财

产 ,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结合时代精神加

以继承和发展 ,做到古为今用”[ 4] 278 。

(二)实践性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

培育 、弘扬 ,均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 。换言之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不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抽象 ,改革开放是

其最重要的实践来源 ,同时它又能动地作用于改革

开放的具体实践本身 。为推动中国的发展 、实现人

民的富裕而开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基本前提就是

邓小平所肯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

要论断 ,据此解放思想并由此引发的时代精神层面

的改革创新才有了真正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必然

性 。无论是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

主义发展动力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还是依法治

国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 ,都鲜明地体现出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实践性特点。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之所以能体现出实践性的特

点 ,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是一

项充满艰辛 、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伟大的事业需

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 ,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

伟大的事业。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

的”[ 5] 397 。

(三)民族性 。任何时代精神都不是孤立的 、抽

象的存在 ,它都是经过历史积淀逐步凝聚而成的民

族精神的当下体现 。同样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在不同的领域 ,针对不同的具体实际 ,会有不

同的表现形式 ,但总体上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民族品

格和气质 ,并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和组成部

分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展现的就是中华

民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精神状态和特质 ,正因如

此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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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统

一在一起 ,共同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由此可知 ,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源泉和基础 ,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

时期的体现和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着

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发掘优秀传统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凝

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并通过

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统一于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 ,引导整个社会铸造自立

自强 、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品格 。

(四)前瞻性。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虽

然注重对历史的继承 ,但更重要的是注重对未来的

前瞻 ,因此 ,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奋斗目标 ,适应时代

变化 ,引领时代发展 ,是它的又一鲜明特征 。20世

纪 70年代 ,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邓小平高瞻

远瞩 ,作出重要判断 ,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

时代的主题 。由此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才能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通过改革创新 ,及时纠正

“左”的错误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实行改革开放 ,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

道路 ,在继承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创立了新

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即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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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 ,针对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国际国内出现

的复杂局面 ,前瞻性地分析了党执政环境面临的重

大变化 ,通过改革创新 ,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执政历史条件和执

政方向的认识 ,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

时代发展的新特点 ,前瞻性地总结了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新经验 ,通过

改革创新 ,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一系列重大

战略思想 ,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

由此可见 ,前瞻性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得以成为推进我国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

的重要原因。

(五)包容性 。包容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由此产生的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鲜明特征。作为领

导 13亿人口实行改革开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就需要

培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来积极应对复

杂条件下国内外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潮和理论 。在建

设进程中 ,不但要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资

本市场 ,尽快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 ,还要以兼收并

蓄 、海纳百川的胸怀 ,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

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

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并引

导整个中华民族在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的伟大实践中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有效引领社会

思潮 ,在去芜存菁的同时 ,使各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思

想和理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和谐共生 ,以形成推

动社会发展的最大化的合力。事实上 ,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就在于改革创新是全党和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思想基础 。但包

容并不是不加鉴别 、一味吸收 ,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

最终使竞争意识与效率追求 、开放意识与世界理念 、

自主意识与民主参与 、法治意识与和谐精神等成为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构成要素。

三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演进历程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党领导中国

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而形成的精神品格 ,主要产生于

改革开放时期 ,但其演进过程却贯穿于建党以来的

全过程 。具体而言 ,可将其划分为初步形成 、继续深

化和全面拓展三个时期 。

(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初步形成

时期

从一定意义上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本身就是改

革创新的结果。早在 1919年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

主义时就提出:“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精

良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6] 31922年 ,陈独秀就传

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提出需要培育实践研究的精神

和实际活动的精神 ,他强调:“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

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 ,最

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 ,不要单单研究

马克思的学理” , “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 ,还须将其学

说实际去活动 ,干社会的革命”
[ 7] 177-178

。虽然产生

了这些真知灼见 ,但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在

当时的时代条件下 ,这些认识都较为初步 。而作为

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 ,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把对改革创新的认识与

实践推进到了新的高度 。1938 年召开的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 ,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毛泽东分别于 1956 年和

1957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 ,改变了过去既有的对社会

主义建设问题的不正确认识 ,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

得到提升。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不但在党

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而且对于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最终形成亦具有决定作用。

在 1978年 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

小平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

话中指出:“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

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

想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我们党

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

展 。” [ 8] 143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 ,首先在思想领域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解除

束缚 ,创新性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并通过逐步提出和系统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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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主义改

革开放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创新性理论 ,使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通过改革开放 ,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

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经济制度 ,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 、并结合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 ,

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

目标 ,进入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 ,邓

小平始终强调:“我们一定要宣传 、恢复和发扬延安

精神 ,解放初期的精神 ,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

的精神。”
[ 8] 367-368

由此 ,在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的基

础上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初步形成 。

(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继续深化

时期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推进改革创新 ,既对党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之下形成的长征精神 、延

安精神 、大庆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等进行了新诠释 ,

又赋予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形成的实事

求是 、解放思想 、大公无私 、艰苦奋斗 、开放包容的时

代精神以新内涵 ,还结合具体实践提出新时期要在

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发扬五种精神 ,即“解放思想 、实

事求是的精神” ,“紧跟时代 、勇于创新的精神” , “知

难而进 、一往无前的精神” , “艰苦奋斗 、务求实效的

精神” ,“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的精神” ,并强调:“要通

过我们宣传思想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的共同努力 ,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不断用这些不懈奋斗的精神

武装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 ,使之成为大家的自

觉追求 ,成为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精神动

力。”[ 4] 197江泽民不但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

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9] 392

,而且

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时 ,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就蕴涵在中国的先进文化之中 。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 ,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共产党执

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系统解答 ,党领导全国

各族人民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形成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系列新的

理论范畴 ,包括:党的历史方位 、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党的先进性 、“两个先锋队” 、

“三个文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型工业化道路 、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先进生产力 、先进文化 、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的全面发展 、各国文明的多样

性与互补性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等 。在理论

创新的基础上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基本着眼点 ,即: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

放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两手抓 ,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

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 、稳定的

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走中国特色的精兵

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不断增强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维护

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由此 ,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得到了继续深化。

(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全面拓展

时期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继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提出了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重大战略

思想 ,对原有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建设模式进行了重

大的改革创新 ,不但积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

冲击和国内重大自然灾害的考验 ,而且概括出新时

期伟大的神州飞船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等 。2006年

10月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2007

年 ,胡锦涛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 ,要大力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

大 ,胡锦涛又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

告中 ,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不断赋

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民族特色 、

时代特色” [ 2] 34 ;同时 ,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 ,要“以

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
[ 2] 49

;在分析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时 ,胡锦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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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方面对改革创新进行了系统总结 ,即把坚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

来 ,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 ,

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

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

起来 ,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

合起来 ,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结合起来 ,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把

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把促进

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 ,把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结合起来 ,这些结合涵盖了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诸

领域 。正是实现了上述 10个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形成了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改革

创新精神的内涵 、外延不断丰富 ,由此 ,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得到了不断拓展 。

四　新时期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是新时期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也是促进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需要。在弘扬这一精神的实践过程中 ,

应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 ,既继承又创新 ,重点从积极

回应时代发展需要和科学解答时代课题并举 、进一

步深化各项改革创新 、总结归纳和宣传普及并重三

个方面加以培育和弘扬 ,并使其在整个社会中得到

普遍认同 ,进而内化为社会主流意识。而上述三个

方面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积极回应时代发展

需要和科学解答时代课题 ,就能为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形成明确的主题 、目标和方向;进一步

深化各项改革创新 ,就能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总结归纳和宣

传普及并重 ,就能在准确把握其实质的前提下为弘

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提供必需的理论化

渠道和宣传弘扬载体 。

(一)积极回应时代发展需要和科学解答时代课

题并举

一种精神能否得到弘扬 ,必然与能否回应一定

的现实需要 、解答一定的现实课题相关 ,因为精神不

可能凭空而来 ,其产生与弘扬总是人们应对时代挑

战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

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

成起来的 。”[ 10] 544因此 ,首先 ,要准确把握一定时代

条件下时代的需要究竟是什么 ,这是弘扬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第一个前提。不同时代的时

代需要是不尽相同的 ,它直接反映着该时代条件下

的社会基本矛盾 。当前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 ,就是我国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时代需要 。其次 ,要在把握这

一需要的内涵与本质的同时 ,为满足需要不断创造

条件。换言之 ,要为满足需要进行理论创新 ,并在理

论创新的基础上 ,制定正确的路线 、方针 、政策 。这

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 ,就构成了弘扬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原动力。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 ,

处于这一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又会相应产生不同的

时代课题 ,时代需要具有相对稳定性 ,而时代课题在

变动的条件下会层出不穷 、不断变化 。改革开放以

来的时代课题表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就宏观

而言 ,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建设

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 “实现什么样的发

展 、怎样发展” ,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渐次产生的

三个时代课题;就微观而言 ,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出

现的资源过度消耗 、环境遭受破坏 、城乡二元分割 、

贫富悬殊 、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挑战等 ,是在各个领

域出现的具体课题 ,科学解答上述这些时代课题 ,会

对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产生持续不断

的推动力。从宏观上科学回答时代课题 ,形成了由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组

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微观上科学回

答时代课题 ,在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创

新制度 、体制 、机制 ,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

主义民主法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总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深化改革开放 ,积极回应时代发展需要和科学解

答时代课题 ,才能在整个社会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

(二)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创新

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逻辑前

提 ,是要能产生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唯

物史观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一定时代精神

总是一定时代本身的产物。因此 ,首先应为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形成创造必需的实践基

础 。具体而言 ,要结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立足

我国基本国情 ,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创新 。其中 ,改

革现有的体制机制 ,持续推进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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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 ,是培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

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这里所述及的制度创新 ,主要

包括社会政治 、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全方位革新 ,通

过变更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 ,激发人们

的创造性 、积极性和社会的活力 。在开启改革开放

伟大进程时 ,邓小平就曾指出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

修补 ,而是对原有制度 、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通过制

度变革 ,建立起既能够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

作用 ,又能够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有效动员能力 ,

既能够激发创新行为主体自身的活力 ,又能够实现

系统各部分有效整合的国家创新体系。而科技创新

同样能在生产力的变革过程中促进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的形成 。科技创新即开展原创性的科

学研究和进行原创性的技术创新 ,也就是运用新知

识 、新技术 ,采取新的生产方式 ,研发新产品 ,以满足

人们的新需求并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在科技创新

的过程中 ,必然涉及新观点的提出 、新研究领域的开

辟 、以新视角来观察等环节 ,必然会引起人们在观念

意识层面的革新。邓小平曾指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这不但体现在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方面是

第一生产力 ,在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方面同样是第

一生产力 ,因为科技的变革与创新必然会改变人们

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方式 ,改革创新的精

神因此也就有了新的内涵和根基。文化创新的基本

思路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的同时 ,按照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 ,鼓励和倡导多样化的

文化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 ,要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华

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 ,大胆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

文化成果 ,在这一根本方略的指导下 ,结合信息时代

新的传播方式 ,推进文化管理 、生产 、传播等方面的

创新 ,从而为社会大众提供宽广 、多样的文化视野和

健康 、高雅的文化产品 ,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的形成创造基本的文化条件。在推进上述创新

的同时 ,还要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衔接。一方面 ,

及时将改革创新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意志 ,通过

立法加以确认和保护;另一方面 ,及时对一些制约改

革创新的原有法律法规进行修订 、废止 ,并通过科学

立法 ,构建鼓励创新的法治环境 ,以良法之治为改革

创新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搭建制度平台 ,以良法保障

和促进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

(三)总结归纳和宣传普及并重

改革开放是一个变化快速 、不断向前的过程 ,在

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同样处于不断变化 、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比

如 ,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

20世纪 80年代 、90年代和当前新时期 ,整个社会呈

现出的整体精神风貌或者说时代精神的内涵和表现

都不尽相同 。因此 ,要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弘扬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就要及时准确地对不

同时代条件下所形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进行总结 、提炼 、升华 ,使之内化为中华民族自觉

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 。总结归纳包括两个层面和

两个角度。第一个层面是自上而下的 ,即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和指导下 ,由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对

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的改革创新精神进行系统性归

纳 、提炼 、总结 ,在此基础上经由理论创新这一中间

环节 ,形成完备科学的理论成果 ,以说明这一时代精

神的构成 、本质 、特征 、实践方法诸问题;第二个层面

是自下而上的 ,即社会大众在具体的改革开放实践

中 ,对各种生动鲜活的实践事例所体现出的精神特

质进行自觉和不自觉的归纳 ,并用一定的词语来指

称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用“傻子精神”来描述创出傻

子瓜子品牌的勤劳致富精神。两个角度则主要指:

一是从宏观的角度整体性地总结归纳时代精神 ,比

如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是对当今中国时

代精神的整体性描述;二是从微观的角度局部性地

总结归纳时代精神 ,比如对抗洪精神 、抗震救灾精

神 、神州飞船精神等进行的归纳。在改革开放的过

程中 ,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就要从

上述两个层面和两个角度进行总结归纳 。与此同

时 ,还要加大宣传普及力度 ,创新宣传普及载体 ,提

高宣传普及质量 。加大宣传普及力度 ,主要是扩大

宣传普及的受众面 。换言之 ,宣传普及时 ,不能只面

向大学生 、知识分子等 ,而要在不同社会阶层 、不同

社会群体中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以促进改革开

放时代精神的整体性认识提升。创新宣传普及载

体 ,主要是要把报纸 、刊物 、电视 、广播等传统媒体与

手机 、网络等新型媒体结合起来 ,在继续发挥传统媒

体特点的同时 ,挖掘手机报 、网络博客 、网站论坛等

的辐射作用 ,构建新的时代条件下易于和乐于为大

众所接受的示范与传播渠道 ,并通过推出理论性 、实

践性 、可读性兼具的普及型读物 ,构建相应的理论传

播和引导平台。提高宣传普及质量 ,则是加大宣传

普及力度 、创新宣传普及载体的必然结果 ,主要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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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文化程度 、年龄层次 、社会地位的社会群

体 ,分类别 、有阶段地开展宣传普及 ,并及时掌握受

众的反应和期望 ,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解决在宣传普

及中出现的问题 ,通过打造宣传普及的若干精品工

程 ,传播改革创新的理念 ,凝聚改革创新的共识。

时代精神作为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强大精

神动力 ,体现着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推进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精神风貌 、民族气质 、行为规范 、价值追求 ,是

衡量一个时代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 。在综合国

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 ,分析 、研究 、培育富有本国

特色的时代精神 ,对于该国的发展 、振兴有着愈益重

要的作用。改革创新是我国新时期最重大的理论与

实践探索 ,它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 ,又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 、文化特质 。改

革开放的每一重大历史进程 ,都伴随着时代精神的

变迁。要确保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 ,必须培育 、锻

造改革创新精神。只有弘扬改革创新所必需的韧性

和品格 ,保持中华民族思想理论上的清醒与自觉 ,才

能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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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Spirit of the Age Centered Up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DUAN Yong-qing , XIAO Ke
(Publicity Department , Sichuan No rmal Univer sity , Chengdu , Sichuan 610068 , China)

Abstract:The spirit o f the age , as a pow erful driving fo rce , is a signif icant component of the so ft pow-

er of a nation , which embodies the spirit s of the people , a nation' s temperaments , and no rms and values of

the age.The spirit o f the age centered upon refo rm and innovation , specifically refe rs to the spi ri 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since the refo rm and opening up.Pract ically , reform and innovation is not only the

w ay fo r the g reat renaissance o 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is internalized into the national psycho logy and

cultural features , and characterized by historic , practical , nat ional , scientif ic and compat ible features.It

e xperiences three stages:beginning , furthe r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development.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age centered upon refo rm and innovation , we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age , and

solv e the problems of the age to conduct further reforms , summary and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the spirit o f the age;refo rm and innovat ion;evo lutionary process;way of promo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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