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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大致经历确立时期、转型时期、坚持和发展时期、新时

代创新发展时期四个阶段，呈现出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批判性与包容性

相统一三大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原则，意识形态建设要与中国经济基础发展相协调，

必须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必须注重文化建设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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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arty’s ideology construction has general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the establishment period,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the 
new era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It present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y of truth and value, and the unity of criticality and inclusiveness. It adheres to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 of Marx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in harmon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foundation. To strengthen the dominance and discourse power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the core values. It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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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社

会思潮、话语权等方面对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

了深入研究，但其研究更多地是从具体领域展开。

本研究着重从宏观视角出发，以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研究对象

的梳理，总结和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

态建设变迁的特征和经验，从而为新时代党的意

识形态建设提供参考。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

发上层建筑的变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从而也引发了我国上层建筑的巨大

变化，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焕发出强大活力。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决胜阶段，对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特征和经验进行

系统梳理、总结和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执政地位得到确立，党

的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被日益凸显出来。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进入新

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总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四

个阶段：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生政权，

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革命时期所形成的意识形态

理论的前提下，从当时的基本国情出发，确立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首先，明确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领

导核心，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毛泽

东在 1957 年就曾指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

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

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1]197 在这里，

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党内意识形

态建设中，也在思想上层建筑中占支配地位。民

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无

产阶级领导，新文化同样离不开无产阶级的文化

思想的指导。[2]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曾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

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303 在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大部分时候用“文化”“思

想体系”“观念形态”等来代表“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然延续了这一用法。在这

里明显可以看出党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

领导核心。其次，明确提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

根本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曾指出，思想

政治工作是党进行伟大斗争这一工程的中心环节，

这一工作开展得是否顺利，事关党的一切政治任

务能否顺利完成。[3]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提

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

高工作效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

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的作用”等关

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著名论断，从而确立了思想政

治工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方法。他

明确提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双百”和“两为”方针。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意识形态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方向。他针对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双

百”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

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54 在

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最后，他明确指

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力量在于培养无产阶级

接班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坚持，因此党的意

识形态建设也需要无产阶级接班人。

总之，毛泽东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

想、领导核心以及如何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党的意

识形态问题，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

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左倾”

错误的蔓延，这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遭到了

严重的挫折。

（二）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

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指的是党的意识

形态领域由原来的革命型转变为建设型。意识形

态领域的转型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完成的。首先，

澄清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局面。“文革”

结束以后，邓小平敏锐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首

要解决的问题是澄清其混乱局面。他主要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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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展开工作。第一，重新评价毛泽东，完

整地、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

平认为，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与其晚年的错误

区分开来。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

是，指出“两个凡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

东思想的真精神。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

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而完成了党

和国家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第二，开展真理

标准问题大讨论。要破除“左”的错误路线在党

中央的统治，必须要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就

成为当时的突破口。1978年 5月，邓小平同叶剑英、

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和领导开展真

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束了意识形态领域

的思想混乱局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奠定了基础。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停止“以

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

重大决定，从根本上杜绝了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

扩大化的错误。由此，彻底结束了长期以来党内

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

其次，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向建设型意识形态

转变。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在意识形态

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是革命型意识形态，而这种意

识形态已经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

针，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经济建设相协调。改革

开放以后，新旧观念交织，旧的观念不会立刻消

逝，新的观念也不会立刻得到人们的认同。改革

开放初期形成了两股错误思潮：一股是反对改革

开放路线的“极左”思潮，一股是反对党的指导

思想进而反对党的执政地位的“极右”思潮。这

两股思潮的出现实质上表明，在没有与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形成前，党的意识形

态主导权地位在下降。在 1979 年 3 月底召开的理

论工作务虚会议上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特别强

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把

它上升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提出要长期坚持下

去。他指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思想上、

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统一的认识，才能为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保驾护航。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

推进，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中，曾一度出现忽视

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邓小平在

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思想战线

不能搞精神污染。” [4] 这里所说的精神污染实际

上就是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压迫阶级腐朽思想的代

名词。如果不在思想领域与这些思想展开斗争，

那么它就会逐步侵蚀人们对党的领导、共产主义

事业的信任。随后，党中央召开的六中全会，突

出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和根

本任务，提出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

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总之，这一时期革命型意识形态转化为建设

型意识形态。邓小平意识形态建设以真理标准问

题大讨论为基点，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以精神文明建设为载

体，服务于经济建设。

（三）意识形态建设的坚持和发展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经

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平演变”和科技革

命迅速发展的复杂环境中，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

主导权和话语权受到严重挑战。这一时期党对意

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在坚持以生产力（经济）发

展为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把主流意识形

态建设作为文化建设以及综合国力组成部分方面

的建设。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江泽民面对苏

东巨变、市场经济等挑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同时，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逐渐认识到

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地位。第一，凸显意识形态

建设这一工作的战略地位。江泽民在深刻反思东

欧巨变、苏联解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得失，深刻认识到在改革开

放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实质是政治权力的斗争。

意识形态工作开展得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

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败。第二，明确意识形态建

设的目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由经济基

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

建设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综合国

力之间的竞争上。综合国力，不仅仅只是经济实

力方面，还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意识形态的

建设，关乎文化建设，关乎综合国力的竞争。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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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针对社会思潮多元化局面，江泽民指出，

各级党组织要强化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牢牢

控制住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5] 坚持党对意识

形态范围内的一元主导性，不搞思想上的多元化。

在强化党的领导权的同时，也要强化思想政治工

作。江泽民在 2000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

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加强和改进思

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6]。第四，明确

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实现的具体路径。江泽民在

强调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

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识形态

领域领导权实现的具体路径：进一步推动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从而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增强意识形态建设

的具体路径。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任务。这一时期，经济

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

生着深刻变化，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

设形成极大的挑战。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

的斗争，表现在综合国力中的文化建设方面，具

体表现为核心价值观的斗争上，其实质就是意识

形态的斗争。首先，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

中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工作。在十六届四

种全会上，胡锦涛就指出意识形态是党与敌对势

力斗争的重要战场，我们要始终不断强化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增强

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7] 其次，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抢占意识形态领域的

制高点。这一时期国家之间的竞争仍然是综合国

力之间的较量，其主要体现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

竞争。文化软实力，最根本的就是核心价值观，

它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合法依据，决定着一个国家

制度的变化，影响着社会的主导价值。因此，党

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冲突的聚

焦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

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8]。

面对“普世价值”等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核

心价值观如何在这场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十七

大报告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一方面提出以

一元（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多元化的

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凝练和培育适合人民群众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增强意识形态建设

的实效性。也就是说，党通过大力开展思想道德

建设、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以及加强社

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从而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实

效性。

（四）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领导集

体在进入新时代后，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改革进

入攻坚阶段、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形势，深刻认识

到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

根据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意识形态作了

新的阐述，进一步推动了意识形态在新时代的创

新发展。

首先，强调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

性。习近平在 2013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思想宣传会

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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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习近平

在 2016 年 2 月的《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

事关党和国家的道路、路线、事业、凝聚力和前

途命运。[10]331-332“五个事关”点出了新时代意识

形态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

性，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存亡、社会主义

事业兴衰成败。

其次，注重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整体

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结合新时代背景，习近平

进一步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和话语权。习近平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整体中，把意识形态创新与整

体性结合起来。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习近平对

宣传、新闻、网络安全、高校思想政治等工作做

了创新性论述，从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

域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最后，规划了具体实现路径。一是通过两个

途径来实现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掌握：（1）提出中

国梦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创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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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习近平在新时代结合中国现实，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把党的主张表达出来的概念，是对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的话语表达。“中国

梦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

是当代中国凝聚党心民心、激励人民团结奋进的

精神旗帜和高昂旋律。”[11]（2）通过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实践解决意识形态冲突的聚焦

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教育、实践和制度三个

维度阐释了如何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12]42 二是抢占新闻舆论制高点。新

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要随着新的形势和

任务而变化。习近平一方面从治国理政角度强

调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指出要

在尊重新闻舆论工作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党对新闻舆论

工作的领导权。 [10]331 三是抢占网络平台的主导权

和话语权。习近平强调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

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

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

就会去拉拢。”[10]325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探索，在探索中得到总结，在总结中得到

发展，在发展中得到完善，其整体上呈现出以下

显著特征：

（一）从变迁的进程看，体现了继承性与发展

性相统一的特征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而是在已有事

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也不例

外。新的意识形态是在吸收旧的合理的意识形态

的基础上产生的，继承和发展是相互统一、不能

分割的。党的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创新，正是在不

断地吸收前人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等）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征在实

践中不断进行的。邓小平领导了意识形态建设由

革命型向建设型的转变；江泽民提出意识形态建

设的目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载

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习近平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

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等。这一切都是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并

结合时代特征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二）从变迁的内容看，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

性相统一的特征

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于其真理性，具有真理的意

识形态才能拥有持久性；而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在

于它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作为中国指导思

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一

种理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在注重意识形态的

真理性、科学性的同时，也注重意识形态建设的

价值性，它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13]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党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以满足人民群

众需要为中心。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与人民群众

利益需求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意识形态建设的真

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进一步推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凸显，胡锦涛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提下，提出科学发展观，

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进入新

时代后，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把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性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有

机统一起来。

（三）从变迁的内涵看，体现了批判性与包容

性相统一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多元性、

差异性和选择性的特征，单一性的意识形态已经

不复存在。经济基础的变化，使得意识形态建设

必须在坚持原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掌握领导权、

增强包容性，即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前提下，提倡多种文化

形式，坚持批判性与包容性相统一。作为上层建

筑的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不同经济地位的阶级的

要求，在每一个社会中，不可能只有一种意识形

态。除了主导意识形态外，还有其它社会意识存在。

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建设要遵循包容性这一原则。

但是包容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地纵容其它社会

意识形式，“意识形态上的包容性绝不是无原则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中国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4] 在抵制错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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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又具有批判性的特征。

所谓批判性，即排他性，批判异质性的意识形态，

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教化功能，从而达到对

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即吸收整合有利的、排除

否定不利的。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的基本经验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历

史变迁和特征的梳理，可以把其经验概括为以下

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原则

关于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虽未专门进行过系

统研究，也没有具体阐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但是他对意识形态的阶级

性、层次性等有明确的论述，这些论述为无产阶

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指明了方向。苏联的解体

在一定程度上与其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入，不断争夺话语权，给主

流意识形态造成了重大冲击。苏东巨变，在意识

形态领域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

建设，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原则

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

体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邓小平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长期坚持下去的方针；

江泽民在邓小平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提出党的

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胡锦涛指出，必须巩固牢

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

领多样化思潮；习近平则强调“增强意识形态领

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不断发展，必须坚

持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

不断变革意识形态的话语。

（二）意识形态领域建设要与中国的经济基础

发展相协调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考察是从物质生

活实践开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

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一种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会随

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对社会存在具

有反作用。这对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具有

重要的启迪意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建立在

我国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

发上层建筑的变化。在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建设

要注重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基础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经济的全球化、互联网的普及、社会阶层

的变化，使得原来的革命型意识形态不再适应社

会主义建设的要求，需要我党建构相对应的意识

形态。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要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重新建构与之相适

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围绕着“什么是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思考，

提出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的发

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围绕“建设什么

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生产力发展的

基础上，提出了服务于综合国力竞争的文化软实

力的意识形态建设。胡锦涛围绕“实现什么样的

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基本问题，提出了科

学发展观；在如何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中文化软实

力的问题上，提出把意识领域冲突聚焦在核心价

值观上。习近平围绕着“坚持发展什么样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一基本问题，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通过整体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整体推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在新时代得到有效强

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有关意识

形态领域建设的论述，推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领域建设的不断发展，使意识形态建设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相协调。

（三）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必

须注重文化建设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建设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

路。”[12]41 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41

豆勇超：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历史、特征及经验

明在一定程度可以和社会主义文化等同。改革开

放初期，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在注重发展物质

文明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要坚持“两

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通过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来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从十三

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

域的斗争，表现在国家之间综合国力之中的文化

软实力竞争上。虽然这一时期，国家之间竞争仍

然体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但是重心则转移到

国家的综合实力上，而文化软实力则是综合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化软实力

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竞争。

要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就必

须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党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概念，并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对其

进行了界定。党的十六大提出以先进文化为导向，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十七大突出强调，繁荣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

领多元化社会思潮”。党的十八大在十七大的基

础上，再次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

多元文化社会思潮”。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牢牢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繁荣和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实践证明，只有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才能强

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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