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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 

 

创新需要勇于开拓的精神状态 
 

王怀超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认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借鉴国际

社会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把这五大发展理念视

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思想引领与行动指南。这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论述五大发展理念时，把创新放在首位。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

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足见

创新地位的重要。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创新，首要的是理论创新，理论既是行动的先导，

也是实践的指南。没有理论创新，其他创新则无从谈起。即使有所前进，也难以持久。因此，必

须把理论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所谓理论创新，就是用一种新的理论取代旧的理论，用一种新的理念取代旧的理念，用一种

新的学说取代旧的学说。一句话，就是用一种新的认识取代旧的认识，就是观念的变革，理念的

创新。说到底，理论创新是一种思想革命，是灵魂深处的一种革命，是认识和理念的脱胎换骨，

因此，必须有一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

大无畏的气魄，让人们的思想从僵化的、过时的、陈旧的、错误的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永不

僵化，永不停滞。这也就是党的十八大所倡导的“坚决冲破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

机制弊端”，“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的社会转型期，就是需要这样的精神状态，就是需要这样的大无

畏气魄。其实，改革，说到底是制度和体制创新，就是要扬弃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经济改革说

到底是经济制度创新。这就需要有一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的革命精神。否则，改革

就无从谈起。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支撑，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都

是难以生存的。对于一个正在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

神状态，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个精神上空虚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振兴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

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大业，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

一股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是难以想象的。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思想解放的程度往往决定着社会变

革的深度。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

放。其实，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大胆探索、不断开拓创

新的过程，改革每前进一步，就要清除一个思想理论障碍，每清除一个思想理论障碍，改革就前

进一步。这些思想理论障碍，主要是传统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 

    就我国社会科学界理论创新的现状而言，不容乐观。就整体而言，我国社会科学界思想还不

够解放，各种报刊书籍多是回顾性、注释性、宣传性的内容，不少是低层次的重复。理论创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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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多，原创性成果更少。理论创新的速度和成果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实践需要。当前，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老一代专家学者陆续退出，一大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也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

究队伍的现状与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不相符合，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相距甚远。其突出问题是，全国社会科学界中青年学者较少，领军人才缺乏，有科研含量的学术

论著少。鉴于此，必须迅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

氛围、机制和条件。花大力气造就一批社会科学界各学科的中青年理论家，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

造就一批学术研究骨干，这是理论创新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