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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涵及时代价值 
顾抗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对促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着重大意义。就科学内涵而言，“两个结合”标志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时代特征与具体实际充分融合，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立场及观点深入研究并解决社会革命、改革及建设中面临的

实际问题，始终坚持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立场与观念正确认知并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以传统弓文化

不断丰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基本特征而言，“两个结合”具有理论信仰坚定、实践特性突出以及时代特征鲜明等特征。就时代价

值而言，“两个结合”在主体方面能够增强党组织底线意识，路径方面能够掌握两个结合理论成果，目标方面能够指向民族复兴历史

进程，明确结合本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内涵；时代价值 

The Connotation and Time Value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of Marxism in China 

Gu Ka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Jiangsu 221116） 

Abstract：The "two combination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As far a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is concerned，the "two combinations" 

symbolize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era and the specific reality，the thorough 

study and solution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in the social revolution，reform and construction with Marxist methods，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and the consistent adherence to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scientifically tre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Marxist methods，positions and concepts，and 

constantly enrich and develop Marxism with traditional bow culture. As far 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re concerned，

the "two combin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firm theoretical belief，outstanding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s far as the value of the times is concerned，the "two combinations" can 

enhance the bottom line awareness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terms of the main body，grasp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in terms of the path，and point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erms 

of the goal，so as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the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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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庆祝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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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简称为“两个结合”）的新时代课题。而后，学术领域就

此相继进行研究与探讨，生成了诸多研究成果，这为大众深入理解

并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理念拓宽了眼界。但

是，不管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还是基于我国具体实际的深

刻内涵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均内在包含着“两个结合”。全方位

梳理党中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历史脉络，正

确认知与把握其科学内涵、基本特征与时代价值，在贯彻落实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价值意蕴 

立于全新历史起点上，基于继续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及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而言，“两个结合”的诞生，是以旧有的“一

个结合”相关理论及实践为依托，延伸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传

统文化的结合，这不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规律的

重新拓展和认知，同时亦是对传统文化与其作用和地位认知的突破。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拓展。这一拓展主要以“两个

结合”的诞生为主要标志，不但确定了传统文化在我国具体实际当

中发挥的作用及占据的地位，而且还确定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所以，在传统理论研究当中，不管是理

解中国具体实际，或是“一个结合”的具体实践党总，尽管均为中

国具体实际赋予传统文化内涵，但却由我国革命与建设的主要任务

及时代条件决定，主要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可能性的方面定位

与认知传统文化及其作用和地位。把传统文化从具体实际理解与认

知当中独立出来，从“一个结合”过渡发展成“两个结合”，凭借其

对传统文化在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及中国化发展的作用与地

位的高度自信与理性自觉为基准，不但充分突出文化在各国软实力

竞争层面发挥的作用与地位，同时还能充分彰显传统文化在人民群

众树立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复兴的作用与地位；不但是对

我国具体实际科学内涵的拓展，而且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

学内涵的拓展。此种新拓展所具备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核心与

本质，在于其不但在理论层面披露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

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并且为弘扬与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楼市

马克思主义由民族化话语形式发展至精神特质、思想内涵的深层次

中国化开辟宽阔的理论场域及发展前景。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发展规律的重新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经历百年历史，在较

大限度上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认知与改造社会的历

史，在我国革命、改革及建设实践当中持续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以，“两个结合”的诞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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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发展历史经验与重大成就的科学总

结和归纳，其本身便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的全新认知。

而此种认知不但源自对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具备的开放性与时代性、

真理性与科学性、人民性与实践性的升华与理解，而且亦源自对传

统文化在现代化强国建设、坚持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发展、落

实中国精神与中华文化时代升华当中的思想文化地位、重大历史作

用的充分肯定与科学理解，以及对传统文化在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的作用与地位的准备把握及深刻认知。“两个结合”是对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规律新认知的重要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的核心

与本质，亦在于这不但基于理论层次深刻披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现实可能性及历史必然性，而且亦为在创新实践

过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供给了基本遵循。 后，传统文化

认知的突破。诚然，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所在，我

国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的重要精神标识与精神家园，亦是中华民族

于全球变幻中立足的历史根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应

有之义，亦是共产党人身为传统文化弘扬者与继承者实施理论创新

的关键思想资源。但是，因为历史因素，实际上不管是在理解古今

中西方文化内在关系层面，还是认知传统文化与其作用及地位，均

存在一定的模糊乃至错误认知问题，这不但为现代化强国建设造成

负面影响与阻碍，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亦限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

展之路。伴随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国家发展思想路线的确立、社

会主义事业不断开拓、“两个文明”朝着“五个文明”建设方向的前

进，以及新时代“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提出与践行，促使

对传文化理解与认知产生新突破。此种认知层面的突破所具备的理

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呈现在，不但为科学对待与正确认知传统文化内

涵打下夯实基础，彰显传统文化在促进国家文化繁荣及坚持文化自

信层面的作用与地位，并且确定传统文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

的作用与地位，为落实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及创造性转化明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内涵 

一般来说，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

过程中，实际作为理论概念，主要包括两大含义，即真实情况与实

践行动。所以，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当中提出的具体实际，既涵盖

我国历史实际与现实实际，同时还涵盖我国历史实践与现实实践。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既涵盖与我国历史实际

与现实实际结合，也涵盖与中国历史实践与现实实践结合。一方面，

基于“一个结合”理论维度而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

合，将解决社会革命、建设及改革中遇到的道路问题为核心，其思

想精髓与核心要义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客观认知社会并改造社会，

同时在认知与改造社会的创新实践中始终坚持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换言之，要通过马列主义立场、方法及观点，深入研究我国

历史与政治、文化、经济与社会情况，化解社会革命面临的实际问

题，确定社会革命、改革及建设的正确之路，促使马克思主义彰显

中国特性。另一方面，基于“两个结合”理论维度而言，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这既是将“一个结合”理论与实践作为

基础，也继承与发展“一个结合”理论思想内涵的必由之路。而此

种继承与发展的核心要义及思想精髓，其一在于始终坚定以马克思

主义理论观察、把握及引领时代发展，倾听时代声音，积极回应时

代发展需要，在科学解答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中不断坚持与发展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其二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立于指导地位，在精准把

握社会革命、改革及建设的国情前提下，仔细研究与解决社会革命、

改革及建设实践当中面临的紧迫且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社会

革命、改革及建设创新实践当中不断坚持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其三在于以中国实践、特殊经验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真

正丰富并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

结合的基本科学内涵，体现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时代特征与具体

实际充分融合，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立场及观点深入研究并解决社

会革命、改革及建设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始终坚持与发展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内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充分结合，是指以中华民族

千余年发展史及文明历史为基础，亦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发展

的必然性使然，顺应民族复兴及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使命需求。这不

仅是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亦是传统文化落实创

新性发展及创造性转化的时代诉求。基于“一个结合”理论维度而

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思想精髓与核心要义，在于以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披露社会革命、

改革及建设的一般规律，使其真正成为具备中国气派及中国风格的

马克思主义。基于“两个结合”理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

文化结合，其思想精髓与核心要义即要辩证地与历史的认知及对待

传统文化，精准把握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思想精髓、核心价值及道

德精髓， 大化落实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及创造性转化，使其适应

当代文化，并与新时代社会充分协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基本特征 

（一）理论信仰坚定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强大感召力、

生命力及创造力。马克思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

律，是科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中央始

终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并高举马克思主义鲜明旗帜不断进行革命、

改革与建设，促使我国产生巨大变化。纵览党组织成立初期的约 50

名党员，发展至今超 9000 万名党员与超 400 万基层党组织，该成就

生成的根源体现在我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信仰，并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及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有关物质世

界及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进行认知与改造世界。虽然在此构成

中受到过挫折，亦曾迷茫过，但是可以及时改正错误，始终坚持真

理，从而转变危局。 

（二）实践特性突出 

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都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马克思主

义实践观点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及核心。党中央之所以可在世

纪更迭与时代发展中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始

终把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实际融合，与传统文化融合，强调适应时代

和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回应实践问题，实践特性十分突出。党中央

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充分融合，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进行实践，牢抓机遇，解决矛盾并直面挑战，同时对我

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科学解答，在不断的实践中检验与

发展真理，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新的实践，推动人民

群众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被刻上实践印记。 

（三）时代特征鲜明 

在“两个结合”过程中，党中央始终坚定为了人民群众并依靠

人民群众，在理论与实践当中系统化回答我国作为人口众多且基础

较差的东方大国，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建设

何种社会主义的深刻问题，并获得让全球瞩目的伟大成就。近些年，

时代特征在世情、国情以及党情的发展变化中持续展现，而在面对

这都些新问题和新情况过程中，党中央始终坚定以马克思主义披露

时代发展态势，并在此过程中持续丰富与发展自己，始终坚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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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一般和个别、宏观和微观高度统一，充分把握人类社会历

史趋势与发展规律，映照中国社会在各发展阶段提出的客观诉求，

积极回应时代课题，全面突出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时代价值，让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刻上时代烙印，化解时代课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时代价值 

（一）主体价值：增强党中央的底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 

若将“两个结合”看作恢弘的系统，囊括诸多子系统与复杂要

素，而 具创造性与决定性的便是“两个结合”的执行主体，即发

挥引领效能的共产党。现阶段，国家要明确当前国情及国家发展特

色，即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作为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鲜明制度优势

与本质特征，其与社会主义基本性质、未来发展和命运息息相关，

更关乎着“两个结合”的整体质量、总体方向及发展前途。这是因

为不管是“两个结合”相关理论创新，还是理论落地，均与党中央

的有力领导和实践密切相关。近些年，国家概括并总结了我国制度

与治理体系在社会各领域所具备的显著与突出优势，其中，立于首

位的制度优势就是始终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对国家发展有着统领

优势及贯穿意义。伴随社会不断发展，西方国家与部分地区乱象频

发，产生诸多种族歧视、政坛动荡、文化割裂及社会不公等现象，

而反观我国，始终保持着经济迅速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双重奇迹。

在此环境下，西方乱局与中国奇迹之间生成强烈且鲜明对比。尽管

中国奇迹背后所映照的因素较为多样，但是 大化突出坚持党中央

统一领导是强化社会治理效能、确保中国治理现代化长效发展的关

键所在。居安思危及于治忧乱的忧患意识既是始终保持民族繁荣发

展的文化基因，更是突出党中央精神传承的战略自觉以及政治品质。

“两个结合”所蕴藏的主体内涵，不但要求党中央深刻坚守底线思

维，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以 糟糕处为切入点，将可能产生的风

险、遇到的困境、应对的方法及解决策略加以充分考虑，始终保持

强大战略定力， 大化释放中国制度优势所具备的威力；而且还要

求不断深化治党、治国方针，党中央的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是治理

国家的重要基础与必要前提。新时代新征程中，应深入分析影响甚

至弱化党中央执政能力纯洁性与先进性的相关因素，尤其是以传统

文化知识教导广大党员干部尊时守位、修齐治平以及知常达变，吸

收与传承文化精髓，不断涵养自身思想意识与行为，以不断进行自

我革命的彻底精神，强化党中央治理能力和执政本领。 

（二）路径价值：掌握两个结合理论成果，深化结合之路 

促进“两个结合”贯彻落实，根本在于深入学习与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该思想不但蕴藏着马克思主义现代

实践，为其在我国的开辟与创新指明方向，而且也蕴含着传统文化

智慧结晶，赋予中华文明精髓，呈现出“两个结合”融会贯通的协

同途径。首先，该理论基于实际发展时势，由十九大报告中所提的

“8 个明确”升华为“10 个明确”，涵盖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多个方

面。就马克思基本原理而言，该理论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借助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时代发展、指导各项实

践，坚定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内在灵魂，充满对社会

现实问题的睿智反思及独特见解，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活精神品

格及理论特征。其次，该理论吸收人民至上且以民为本的优秀传统

文化价值取向，建构传承传统精神血脉的社会文明新形态，真正开

辟理论内涵和传统文化元素融合的新征程。具体来说，在政治经济

学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天人合一、仁民爱物以及道法自然等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渗透新发展观念的路线图当中，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

论赋予全新内涵；在国家学说层面，马克思主义凭借达济天下与胸

怀天下的勇气，明确提出并践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在建党学

说层面，马克思主义把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与光明磊落等古代先人

所追求的人生哲理根植在党组织自我革命的伟大新工程中，基于全

面与从严两大标准，深入探究跳出历史既定周期率的窠臼，促进马

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迈进新境界。这些恢宏眼界切实加深了为人民群

众谋福利的执政规律、为全球发展谋大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为民

族谋复兴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并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我国传统文化价值契合、内容衔接及方法互补的途径。纵览党的

发展史，其不仅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更是党员群

体自觉促进马克思理论和传统文化互相融合且互相成就的历史，两

者相辅相成且互相依托。 

（三）目标价值：指向民族复兴历史进程，明确结合本质 

一直以来，哲学家都不能满足以不同方式来解释世界，强调

终均要关注于实践和改变世界，而这恰恰是“两个结合”核心本质。

虽然马克思理论蕴藏的基本原理、方法与立场均具有先进性，但是

因为既定时空场域造成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限制，若无法灵活应

用自身文化、经济及政治等国家具体实际，而简单机械地进行“东

施效颦”，必然会造成理论在我国革命、改革及建设等进程的实际运

用中生成不协调、不适应与不同步等诸多问题。“两个结合”不但呈

现出我党思想理念的转变，而且也呈现出党组织实践境界的升华。

提出并践行“两个结合”，便标志着在发展进程中不仅要解决以往问

题，打破各类矛盾，同时也会遇到更多新挑战和新问题，这也决定

着应针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立足新发展和新矛盾，立足解决

新时代人民群众之问的勇气和担当，深化“两个结合”于理论、文

化、实践及制度等多维度的创新发展，持续加深“两个结合”的客

观认知规律。归根结底，其目标导向便是不断朝着新时代全面建成

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努力，实现“两个百年”

的伟大奋斗目标，实现国家繁荣、民族复兴及人民幸福的伟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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