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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内在统一

杜玉华
(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的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新时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内在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党的基本理论是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并为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的制定奠定理论基

础;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是基本理论向基本方略转化的桥

梁; 党的基本方略则是党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需要不断调整的方法策略，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是基本理论和基

本路线的深入展开。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渐次展开、相互贯通、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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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后，进一步明

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1］26这一重要论述至少蕴含了三个层面的深刻内涵: 其一，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政治保障，我们必须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面领导; 其二，坚持党的领导，最

根本的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 以下简称“三个基本”) ; 其三，新时代坚持

党的“三个基本”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前提。毋庸置疑，新时代全面贯彻党

的“三个基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党的“三个基本”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辩证关系，又如何统

一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我们应如何统筹践行新时代党的“三个基

本”? 笔者试图对此进行探讨与回答。

1 “三个基本”: 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三个基本”，必须首先厘清三者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本质上是指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对于客体的一种能动反映，而实践则是

指作为主体的人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它要求人们形成关于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认

识，并以此为基础确定改造客观对象的行动准则和方法策略。实践和理论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实践

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的基本活动，它决定了理论的内容、来源和发展过程，是理论形成的直

接动力，同时它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人们对一个客观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必须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同时理论又是以实践为目的的，人们获得对客观对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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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解，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
从实质来看，无论是新时代党的基本理论，还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都是对党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宝贵经验的高度概括、科学总结和提炼升华，是用新的理论成果对党在新的历史

方位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回答。
“三个基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在不同层次上的理论形态结晶，也就是

说，它们同属于理论的范畴，内在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2］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

的“三个基本”，必然都要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在新的历史方位回应重大理论关切与时

代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所以不断

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根本就在于全面贯彻落实“三个基本”的精神实质和内在要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新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3］189。因此，深刻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要义，是当前贯彻党的“三个基本”，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的应有之义。
贯彻党的“三个基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

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

展”［4］26。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党要带领群众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

展［1］15－16，需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时俱进的优良品格，结合伟大梦想、伟大工程、伟大

斗争和伟大事业的实践，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并根据新的实践要求灵活调整实践行动的具体方

法和策略，实施新的基本方略。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5］37。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曾经强调，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丝毫

不能动摇，做到既不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不偏废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为

此，我们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决抵制各种抛弃社会

主义的错误主张，自觉纠正各种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6］11。
由此可以看出，党的“三个基本”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结

晶，同时又都必然回到实践并指导实践，三者内在统一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践之中。

2 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党的基本理论，是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和制

定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基础

从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看，实践经验只有经过科学的加工和整理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

认识，这是理论认识的第一次飞跃; 所获得的理性认识需要重新回到实践，不仅指导新的实践和接受

实践的检验，而且还要根据新的实践产生新的感性认识，并把新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再认识，这是

理论认识的又一次飞跃。理论认识总是处于这样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感性认识和理性

再认识的发展循环之中。
一个政党的任何决策和行动，都必然受到其思想理论的影响、指导和支配，影响、指导和支配政

党行动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就是这个政党的基本理论，也被称为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基本理论是一

个政党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体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基本理论是对政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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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也是制定政党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一般是指党章中所强调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7］1－2。但是在当前，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和科学要义。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以“实事求是”为核心

的思想路线以来，党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硬核“存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和

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国家发展的时代处境、现实问题和发展前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不断推动党的基本理论创新发展。
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

了不同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党的十二大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

方法论原则，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发展的命

题。十三大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原则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审视，提出了“十二个

关于”的科学理论观点，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任务确定、发展动力、条件分析、
布局谋划和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基本问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进行了初步描

绘。十四大进一步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意涵，不仅进一步分析了十三大所提出的

基本问题，还就我国作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上所需要坚持的根

本性原则进行了明确定位，提出了发展道路问题，确立了诸多任务中的根本任务，明确了国家建设的

战略步骤，强调了政治保证问题，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从九个方面

用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提炼概

括，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写进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党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阶段新境界，先后通过十六大、十八大、十九大，把党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从而实现了党的基本理论

一次又一次的与时俱进。
科学理论是引领社会前进的旗帜。“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8］1党

的基本理论就像一面指挥行动的旗帜，在夯实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认识上发挥

着重要作用，指引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十七大在十五大、十六大强调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进一步丰富了党的伟大旗

帜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9］9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注重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

要求，在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从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社
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思想体系立足时代发展前沿、与时俱进地指引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

续开拓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和科学指南，是党的理论创新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正确认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所要回应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

论总结和提升创造，其中涉及许多重大的时代判断和政治判断，这些判断为新时代继续推进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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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判断，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新起点; 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变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不变等重大政治判断，

为党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充

分的理论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历史方位判断、政治判断为基础，准确回答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根据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明确了

战略布局、战略步骤和发展方向，继续对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依靠什么

样的发展动力进行了准确回答，并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和政治保证

等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坚持什么样的基本路线、制定和执行什么样的基本方略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准则和基本理论向

基本方略转化的桥梁

基本路线，是指导政党行动的根本准则，又被称为政治路线或总路线。基本路线是政党根据一

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的总揽全局的行动纲领，体现了政

党对其所处的历史方位、面对的主要矛盾和担负的根本任务的掌握程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中国共

产党的基本路线，是其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在重要领域的

相对展开，同时，它也是基本理论向基本方略转化的重要桥梁。当前我们通常所说的党的基本路线，

是指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

变”［1］12，这条基本路线仍是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项新课题。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借鉴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兴衰成败以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思想路线从“两个凡是”转向实事求是，不仅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明确提出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针对拨乱反

正过程中出现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

原则。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

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为新时期党的基本

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

“总方针”［10］450。此后，党继续坚持并不断发展党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明确肯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并首次将其写入党章，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思想

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十五大强调，要把“一个中心”和“两

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十七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三

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

体”，提出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首次将

“和谐”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其中“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9］13。十八大进

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十九大根据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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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明确要求全党:“牢牢把握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

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1］12，并且在党的奋斗目标表述上，增加了“美丽”的内容，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是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从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不仅基本路线的首次提出制定和其后的每一次发展、

完善都离不开基本理论的指导，而且基本路线之所以正确和行之有效，根本在于有科学的理论为其

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过:“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

路。”［11］283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

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

行思考”［5］61，正是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要矛盾、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政

治保证、新发展理念、新时代等理论认识所提供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并不断完善与我国

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必须遵循的根

本准则，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也是实现党的基本理论向基本方略转化的不可或缺的桥梁。首先，

基本理论发挥指导作用离不开基本路线。基本理论要在现实中发挥指导作用，就不得不从理论形态

向实践行动转化，从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转化，而这种转化只有通过基本路线这一中间环节的过渡

才能实现。另外，相对而言，基本方略是基本理论在各个具体领域的深入展开，而基本路线则在全

面、整体、系统的高度对各个不同的具体领域的发展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地位进行了设计和安排，并

根据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确立哪些方面、领域需要优先发展和重点发展。十九大在新

的历史方位判断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并在行动层面相应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等十四条基本方略。这些基本方略

的实施，必须通过基本路线这一重要桥梁，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才能从根本上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奠定必要的物质基

础，提供坚定的政治保障和充足的动力源泉。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曾经明确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

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2］370－371我们要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

大势来认识和把握党的基本路线，深刻领会为什么要长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深刻道理。

4 灵活调整中的党的基本方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法策略和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的深入展开

基本方略是一个政党为了确保自己的行动切实可行而制定并实施的方法和策略，是政党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路线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为方针政策。基本方略是理论与实践相接壤的部分，党

的基本理论是否科学，基本路线是否正确，都要通过基本方略的实施效果来检验。由于方法策略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变化和基本理论的发展，党需要及时调整基本方

略。反之，基本方略在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又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大第一次使用“基本方略”一词，用于指代依法治国。十五大提出“依法治

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3］31，强调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这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十九大把基本方略作为核心概念，第一次将其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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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要是指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法策略，其内涵与外延与十五大使用的“基本方

略”相比，都有着显著的不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是对以往概括的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继承

与发展。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阐述了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十六大根据十三

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三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用“十个坚持”概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 30 周年前夕，十七大总结了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摆脱贫

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十八大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由此可以看出，从十一届三中全

会到十八大，党先后提出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五个基本”。其中，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是管长远的，而不同时期根据

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形成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有些内容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和实践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14］。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为了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实践工作中全面准确

贯彻落实这一思想，十九大系统提出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这一基本方略涵盖了党以往提出

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十八大以来党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

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很多方面已经超出基本纲领、基本

经验、基本要求的内涵，不能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所包含，这要求党必须对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法策略作出新的概括。正因为这样，十九大把以往的“五个基本”简化整合为

“三个基本”。这种简化整合不仅符合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与时俱进的品格，而且符合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5］63的要求。同时这也表明，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接力进行的。
基本方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依据而制定实施的。在新时代，

“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政治、经济、法治、文化、民生、
生态文明、国防、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具体方面、领域全面而深入的展开，为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基本方略中对“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的强调，体现了基本路线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准则; 对“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等的强调，不仅体现了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的根本要求，而且也体现了党根据实践中新的问题

而对“两个基本点”所提出的最新方法和策略。比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推动管党治党从

‘宽松软’走向‘严实硬’”［15］117。
总而言之，党的“三个基本”内在统一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它们既来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16］621“三个基本”
在本质上是理论在不同层次上的形态结晶，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拓前进的实践

中，党的基本理论是灵魂，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基本方略处于理论的最外层，是与实践接壤的部分; 而

基本路线则位于中间，在逻辑上是基本理论和基本方略的重要桥梁。“三个基本”缺一不可，它们共

同构成一个渐次展开、相互贯通、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如果没有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基本理论只能停留在抽象的逻辑演绎上，不可能对实践直接发挥作用; 如果脱离基本理论的指

导，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则会因为缺乏科学依据而偏离方向。相对来说，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是管全局、
管方向、管长远的，具有稳定性，而基本方略则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需要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及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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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调整。为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三个基本”，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入学习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用党的这一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从而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施党的基本方略，引领党和人民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3］ 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018 年版) ［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4］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8．

［7］ 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8］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0］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上［G］．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7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1．

［12］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13］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

［14］ 施芝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J］．求是，2017( 22) : 12－16．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6］ 胡锦涛文选: 第 2 卷［G］．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王 骏

On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CPC’s Basic Theory，Line and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DU Yuhua
(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

Abstract: To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s basic theory，line and strategy，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under-
stand and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internal unity of the CPC’s basic theory，line and strategy in the new era．In
the new era，the CPC’s basic theory，line and strategy are internally unifi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Party is the action guide of the
Party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The basic line of the Party is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of the Party’s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The Party’
s basic strategy is a method and strategy constantly adjusted by the Party in accordance to the new practice of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re is a strong flexibility in the basic theory and line．However，the CPC’
s basic theory，line and strategy constitute a complete scientific system of gradual development，interconnec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dialectical unity．
Key words: basic theory，basic line，basic strategy，internal unity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