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２卷　第５期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２０

【特稿】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理论辨析与实践引领

王　岩１，竟　辉２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６
２．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　３００３５０

　　摘　要：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并存、多变化发展，是中国在推进改
革开放、促进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个重要文化景观和政治现象。要

准确解读这一文化景观和政治现象，必须从理论层面辨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的萌生条件与演进特征，以此帮助人们从思想动态的视角洞悉当代中国社会

变革的物质动因和精神诱因。为有效防止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无序发展和泛

滥，以及由此所诱发、导致的思想混乱与价值困惑，还必须从实践层面积极探

索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引领策略，以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进

而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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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民众心理的显示器和价值观念的调适仪，在一定

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产生着重要影响。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

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１］３２８改革开放以来，对内思想

解放程度的跃升、自由舆论平台的拓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多、融入全球市场的加

速，为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和广阔空间。不过，社会思潮



并不是人们心理动向和思想观点的单纯再现，其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价值取向决定

着它必然会向国家政策乃至国家政权渗透。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

科学认知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萌生条件和演进特征，积极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引

领策略，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坚决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萌生条件

社会思潮作为对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所蕴含价值观念的动态表现，其产生是多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衍生与发展，就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内

社会现实和国际发展形势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市

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内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利益格局的调整加速着人们思想观

念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互联网的普及，也使西方思想文化如潮水般

涌入中国。可见，从萌生条件考量，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得以生成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市场化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萌生的经济成因。严格来说，社会思潮是对

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并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这是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

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２］４７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产生，自然受市场化改革和

发展市场经济这一经济背景的影响和制约。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过分单一的生产资

料公有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相比于计划经济，中国由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所派生的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势必会反映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

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所表达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等价值观念开始进入公众视

野。就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

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多

元化，必然会导致市场主体价值观念的多样化。要知道，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市场主

体对社会变革和发展问题的看法和认识自然会不同，其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就自然有

别。所以，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造成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的情形下，反映不同阶层利

益和思想观点的各种社会思潮便应运而生了。

其次，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萌生的内在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

生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革。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迈向现代化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计划

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诚然，在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思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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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领域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但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转变同样

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即在以往延续下来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当前现实生活生成的现代价

值观念之间，以及在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外来引入的价值观念之间进行抉择。社会

转型期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价值观念的相互激荡，为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提

供了现实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凸显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

长期性，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在中国现代化出路问题上的思想包袱。尤其是由各种利益

主体关系调整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严重、社

会分配不公、群体性事件频发、伦理道德滑坡等，一度打破了人们曾有的思想共识。而

思想共识的破裂，不仅意味着人们在认知社会问题上必定存在着某些价值分歧，而且意

味着人们在认知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时所产生的思想困惑需要及时予以化解。于是各

种思想学说顺势而生，在人们思想认识层面发挥了释疑解惑的作用。

再次，全球化进程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萌生的外在因素。１９７８年中国改革开放政

策的实施，开启了中国全球化的新征程。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同世界各

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西方各种思想观念、价值观点、文化产品纷纷涌入我国，

并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影响。在这一语境下，西方思想理论会自觉或

不自觉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国内诸多社会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受

外来思想文化的浸染。一般而言，西方思想文化理论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主要表现

为：一是国人为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主动向西方学习，将代表西方思想文化的社会思

潮直接移植到中国；二是个别西方国家出于敌视社会主义的既定思维，竭力向中国进行

意识形态输出，全力向中国传播体现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内容，以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政

治目的。所以，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谱系中，到处闪现着西方社会思潮的身影，如新自

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思潮、宪政民主思潮等。当然，为了应对全球化进程中

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新儒家思潮、新左派思潮等也纷纷出现。总

之，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而经济、文化的密切往来，势

必也会带来不同民族和国家间思想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正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这种思想

交流和观点碰撞，使中国受外来思想理论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越来越深。

最后，互联网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萌生的舆论平台之一。随着信息革命时代的到

来，互联网技术得到广泛普及和应用，这一方面使信息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

性的变革，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由于以互

联网技术为载体的网络舆论平台具有匿名性、开放性、多元性，人们可以不受束缚地自

由发表言论并进行沟通交流。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一经出现，便能够很快成为社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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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传播便捷通道的原因所在。所以，由现实社会向虚拟网络拓展其生存和发展空间，成

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基本态势。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中国网民

规模为９．４０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９．３２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６７．０％［３］。据此可知，

互联网技术在加速媒体融合化发展和信息共享行为的基础上，也逐渐对人们的日常生

活进行深层次渗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微信、电子邮件等接收和传递信息。恰是认

识到这一点，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社会思潮纷纷向网络空间进军，其代表人物借助网络

舆论平台进行理论传播和思想宣传，以此扩大社会影响，进而赢得更多网民的支持。为

了谋求更广的覆盖面和更大的影响力，几乎所有社会思潮都努力在网络空间上争取传

播的机会，网络空间成为社会思潮竞相争夺的新领地。

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既有因思想解放的高歌猛进时期，也有因

意识形态趋紧的浅酌低吟阶段。但总的来说，当代中国社会思潮间的交锋之势与融合

之态仍将存续下去。为了在整体上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本文在分析其萌生条件的

基础上，还对其演进特征进行概括，以呈现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多元并存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形态的多样性。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

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

筑”［４］６９５。社会思潮作为上层建筑，必然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存在形态。受

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争夺战，已由两种

价值观的直接交锋转变为多种价值观的间接冲突。面对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国内民众

思想的变化、社会文化的激荡，可谓波谲云诡：一方面是代表西方思想文化的新自由主

义、民主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外来社会思潮；另一方面

是在中国兴起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儒家思潮、新左派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等本土社会

思潮。显而易见，转型期的中国已成为中外各种社会思潮的汇集点和交锋地，我国思想

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错综复杂局面初步形成，当代中国社会思

潮也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多种社会思潮的客观存在，既反映出种种社会心态，也反映

出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多重性问题。

其次，性质的多元性。从社会思潮固有的性质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多元性尤

为明显。既有积极社会思潮与消极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互激荡，也有正确社会思潮与错

误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互对抗；既有非主流社会思潮与反主流社会思潮的彼此交织，也有

２１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



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彼此媾和；既有封建主义、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同时并存，也有传统、现代、后现代等社会思潮的同时在场；

既有讴歌民族传统文化、盛赞民族复兴的新儒家、爱国主义等内生性社会思潮，也有反

映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拜金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外源性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在性质上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交织在同一个历

史横断面上的中国社会思潮进行性质方面的专题研究。通过剥离出那些与主流意识形

态相悖的社会思潮，力争更好地维护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意识形态格局。

再次，内容的多变性。由于研究视角、关注问题、理论旨趣的不同，当代中国社会思

潮的内容几乎覆盖了经济、政治、法学、哲学、文艺、历史、生态等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在不同领域，我们都会发现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思潮。然而，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内

容都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社会思潮总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变迁而适

时改变着自身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种前所未

有的变革不仅促使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改变，而且还加速了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调整，进而

引起民众社会心理、利益诉求的变化，最终导致人们在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念上发生裂

变。这些裂变必然会通过某一社会思潮内容的更新反映出来。此外，随着社会思潮间

交流交融交锋趋势的加剧，各社会思潮也开始吸收、借鉴其他社会思潮中对自己有利的

思想。

最后，历史的勾连性。现实是历史的映射。当代中国诸多社会思潮的游走呼喊，很

多都是此前社会思潮的历史回响。从历史勾连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既与近

现代中国社会思潮有着直接关联，也与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潮存在密切关系。近现代史

上“革命”的时代主题，决定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激荡碰撞。随着鸦片战争

的爆发，当时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也正是从

那时起，代表中西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思想流派围绕着中国的文化与政治、救亡与启蒙展

开了激烈争辩，由此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

义等社会思潮竞相纷争的局面。时至今日，这些社会思潮依然活跃于国内的思想理论

界。它们或通过内容的更新或借助形式的变换，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持续对人们的

思想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的历史

勾连更为紧密。甚至可以说，除了少数本土社会思潮外，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的多数都

可以视为是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翻版，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

都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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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引领策略

历史和现实表明，能否引领好社会思潮，能否构建起具有强大感染力和感召力的主

流价值观，关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社会思潮引领已经成为现

代国家统一思想认识的压舱石、确立理想信念的定盘星、引导人生进步的导航仪和维持

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正因如此，我们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明确引领社会思潮的具体策

略，这亦是我们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

首先，持续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思想意识的生成、价值观念的传播，不

仅受现实主体人生阅历、政治立场、知识水平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还受有形客体，如网络媒

介等外在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了思想舆论阵地绝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由王国”。马

克思曾经指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

配。”［４］１７９诚然，这里所言说和强调的“思想的生产者”对“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进行“调节”，其实也就是领导与管理。可以看到，在世界政党历史上，那些因疏于主流思

想舆论巩固、疏忽意识形态工作而导致政党瓦解、政权丧失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共产党

作为执政党，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管理权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

历史中形成的，这既是长期执政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思想舆论领域依然矛盾不断、斗争不止。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弱化

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管理权，试图同我们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导

权。在此情形下，要始终遵循党领导和管理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根本原则和重要制度，坚

决避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失误。故而，要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需要将我们党对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意志与社会思潮自身的发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准确把握新

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趋势。要特别注重改进和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在不断提

升宣传思想工作质量中提高我们党领导和管理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这就要求处理好

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度、效问题，注重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以此增强宣

传思想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确保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和管理权永不旁落。

其次，着力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武装。引领社会思潮，说到底就是做人的思

想工作，就是用科学的理论引领人的思想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对于理论武装的

这一独特作用，马克思曾解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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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故而，中国共产党

人历来把理论武装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将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视为其干革命、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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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改革的立命之本。

当前，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时代发展要求，用科学理论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理论武装头脑，是我们党必须履行的一项长期性政治任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坚定全党马克思

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

水平。”［１］６７－６８这就要求全体党员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切实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在推进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

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

的组成部分”［５］７８６。可见，为了增强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全体党员就要在原原本本、扎

扎实实地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带着问题且联系实际深入、持久、

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之作为思想教育和理想培育的

中心内容，并将其转化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主观与客观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通过不断

地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全体党员势必会保持理论上的自觉，也势必能够在灵活运用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认清中国现实并指导实践，以此清除笼罩在各种错误思

潮上的意识形态迷雾，从而增强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

再次，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其无

可辩驳的真理性、科学性和革命性，成为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面精神旗帜。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

向效能。然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国内社会转型过程中

思想观念的变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饱受各种冲击和挑战。

从国际范围来看，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转向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意识形态领

域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角斗场。出于一贯仇视马克思主义、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

西方个别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传媒等优势竭力向我国输入其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以期在和平演变中赢得这场无硝烟的意识形态暗战。一时间，西方国家政界、学界

纷纷抛出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威胁论”等

怪论、谬论，以此淡化和消解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国内来看，市场化改

革在造就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

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国内社会存在的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

主义、新左派思潮、极端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潮，特别善于拿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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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做文章，以此博取和赢得广大民众的青睐与信奉。

从以上两种情形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想要更好地凝聚党心民心，就必须积

极应对各种错误论调和错误思潮的挑战，尤其要不断增强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鉴

别和引领能力。为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既要继续夯实

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又要科学认知和精准把握人们思想活动的规律特点，更

要在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上有所作为，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言之有物、传之有道、释

之有情。

最后，积极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根本性成就。对中国社会而言，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规避了走封闭僵化“老路”和改旗易帜“邪路”的风险，既体现

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遵循，又反映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把握，同

时也彰显了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洞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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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在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已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引擎；在

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持续的摸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人类对美好社会

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需

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持续努力，甚至为之牺牲。显然，没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没有刚毅的道德品行就很难抵达这一理想的“彼岸世界”。尤其对广大共产党员来

说，更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６］４１４失去坚定理想信念的支撑，势必会导致经

济、道德和生活上的贪婪、堕落与腐化，最终丧失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可见，引领社会思潮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思潮

引领中要有担当精神，自觉承担起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的重任，使人民群众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要义与实践意义，

在摆脱错误社会思潮的干扰中牢固树立共同理想，进而凝聚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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