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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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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部署，最重要的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一、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正确答案  

  中华文化向何处去，是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近代以来，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实现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始

终是中华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曾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尝试，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

盘西化”、“复兴儒家文化”等发展模式，但都没能真正回答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发展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道路关乎“中国梦”的实现，关乎民族复兴的成败，决定民族的前途命运。90多年来，我们党继承近

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未竟的事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成功地找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这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筚路蓝缕的民族复兴实践证明：民族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集中体现了党对实现民族

复兴伟大梦想的文化自觉。 

  文化是政党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

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事业向前发展。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出了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党深刻总结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

略地位，进一步回答了我国文化建设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迈进等重大问题，指明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路

径，提出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是党长期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集中体现。历史证明：只有

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把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吸收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结合起来，才能使悠久的中华文化焕发新

的生机，才能体现当今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和精神风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因此，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正确解答，是对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内涵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内在地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它同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同政治发展道路、社会建设道路、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经形成，它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涵盖了文化建设的方方面

面。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

特征，也是事关文化改革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

根基，才能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用于文化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就是要不断巩

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思想文化，引领社会思潮，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

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宗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是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必要前

提、基本原则、重要保证。只有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才能激发文化创新发展的活力，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

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把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国

情、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根本依据；就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把时代的进

步、生活的创造、探索的成果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动力；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群众的文化需求

作为文化发展的目标，把群众的文化创造作为文化发展的财富。坚持“三贴近”的原则，才能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坚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终

目标。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就是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这就要求处理好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要求我们充分认识

到：文化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最根本、

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要建设这样的文化，就必须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使我们的文化更好地反映民族精神，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借鉴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使我们的文化更好地反映时代精神，更好地体

现世界视野、现代品格、先进性质；就必须牢记文化建设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把人民大众作为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

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文化强国之梦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开展理想信

念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自觉和自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提高主流思想文化的引导力和整合力，最大限度扩大社会思想认同。 

  以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为根本基础。文化强国重在以文化人。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升是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大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培育良好社会风尚；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

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引导广大群众做社会主义道德的践行者、诚信风尚的追随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以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目的。要以满足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切入点，不断加大文化惠民的力度，实现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 

  以提升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根本目标。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着力打造一批有世界

影响的知名文化品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造就一批世界级的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充分挖掘和利用

中华文化优秀资源，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

高传播能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以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关键环节。建设文化强国，关键在于形成能够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体制机制。要不断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形成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

励探索，倡导创新，宽容失败，营造有利于文化人才脱颖而出、文化产品竞相涌现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

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提供广阔的文化舞台，使每一个人都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又是社会主义文

化的享有者和传承者。 

  （执笔：李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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