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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
◇张志丹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为何需要战略思维

一是由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的。从本质上来

说，意识形态是革命阶级的革命意识、统治阶级的统

治思想，是“社会的水泥”（葛兰西语）。从战略高度

来思考和谋划意识形态工作，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

战略思维，是由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的。

二是由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决定的。意识形态

是立党立国之本，是国家制度设计和政治合法性的

理论基础，发挥着管思想、管灵魂、管旗帜、管方向的

思想统领作用。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准确定位

意识形态工作是搞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逻辑前提。

三是由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党的使命担当

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迎

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

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

力，意味着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三个意味着”表明，在综合国力的软实力层面

上，精神文明空前重要，由此，必须更加突出意识形

态工作的重要性。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战略思维的多维彰显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地位的战略思维：高瞻

远瞩的战略谋划，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重要战略定

位，凸显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二是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根本任务的战略思维：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脉络，紧紧抓住了新时代

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主题。

三是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内容的战略思维：立足

全球视野、紧扣时代特征，提出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

化的战略目标，即把理想信念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

核心，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三、准确理解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

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思维是战略思维的

前提。需要指出，战略相对于政治方向来说并非第

一位重要的。比如，列宁认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

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

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显然，错误不是出在政

治上，就是出在作战的战略上。但是大家知道，战略

和政治二者密不可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

［在］政治局［内］解决过纯战略的问题，完完全全的

纯战略问题，我们都禁不住相视而笑：我们怎么会个

个都成了战略家呢？我们中间甚至有些人连从远处

都从来没有见过打仗。但尽管如此，还是得研究战

略问题，因为战略从属于政治，二者密不可分。”基于

对政治第一位、战略第二位这种关系的清晰定位，我

们强调战略思维是合适的。

其二，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战略思维说到底属

于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

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为

当前我国正确处理经济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

关系指明了方向。一方面，“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

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仍然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经济依然是我国的中心工

作。当前我国依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同时也是解决当前

我国所存在的一切问题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意

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在全心全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

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只有物质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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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

量都增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继续行走在康庄

大道上。概言之，切实的发展成果是开展意识形态

工作的坚强后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国

强民富的康庄大道；意识形态工作的良好开展是经

济工作的精神力量，紧抓意识形态工作是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的鲜明旗帜。

其三，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是辩证统一的，不能

因为强调战略思维而否定辩证思维。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表的一系列重要

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论的鲜活运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唯物

辩证法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围绕着新

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论述，更是充分散发出了

炉火纯青的辩证法魅力，有力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

的开展。

一是讲求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习近平在

对待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时，就一直具有这种强

烈的问题意识，懂得“一分为二”看问题，不是“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更非“只知其一，避知其二”。他在

多次讲话中都肯定了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同

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危机与成绩往往是并存的，在

看到成就的同时，更应关注那些潜在的风险和当下

的危机，从而不断改进不足，获得提高。

二是讲求重点论，意在把握好轻重缓急和重

点。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坚持把

握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他在阐明意识形态工作

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时，明确了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极端重要工作的定位。“没有扎扎实

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

信念，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

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的成效。”可见，

习近平在对两种工作进行定位时将两点论和重点论

辩证统一运用到了理论和实践中来，体现出对辩证

思维方法的深刻认识和灵活运用。

其四，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与策略思维是

辩证统一的，不能就战略谈战略，也不能就策略谈策

略。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与策略思维

的统一，根源于意识形态内在构成的战略内容与策

略内容的统一，换言之，意识形态本身就内在蕴含着

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意识形态是立党立国之本，

唯有加强战略思维和策略思维的统一，随势而变、与

时俱进，才能维持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命力和引导

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坚持战略性与策

略性的统一，这与战略性与策略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是分不开的。首先，要认识到战略在实现共产主义、

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以及战略之于意识形态工作

的重要性。一般来说，不是策略决定战略，而是战略

决定策略。其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策略性内容对于

战略实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策略，战略就

落不了地，无法实现。因此，对于意识形态创新而言，

在内容安排上要把战略性与策略性有机统一起来，以

更好地实现意识形态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任务。

其五，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必须实事

求是，反对意识形态实际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意识

形态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可以简单概括

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世界观

上，形式主义表现为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主观与客观

彼此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主义不会通过实

实在在的实践得出结论，不会脚踏实地地做基础工

作。形式主义陷入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集中反映就是

坚持主观主义，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是相悖

的。在思想方法上，形式主义的特征表现为形而上学

的片面化、绝对化。唯物辩证法认为，所有事物都是

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内容对形式起决定作

用，而形式则反作用于内容。然而，形式主义割裂了

内容与形式的内在联系，颠倒了内容与形式的主次

关系，过分夸大了形式的作用，甚至认为形式可以决

定内容。显然，形式主义背离了唯物辩证法。在现

实中，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表现为脱离实际、

脱离人民群众。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要求以

实事求是为前提，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实际工作中

的战略思维落地，因此必然要求根除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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