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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教育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对于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正确认识和把
握好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

“两个确立”有其特定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
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
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对“两个确立”
科学内涵及其重要地位的精准阐述。提
出“两个确立”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历程及重要经验得出的重大历史结
论，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
成果，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

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两个
确立”科学内涵的表述可以看出，“确立
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与“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方面的内
容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实
践方面的要求，后者强调的是理论方面
的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实践基础，后者是
前者的思想引领，二者有机统一，构成

“两个确立”的核心内容和根本要求。
提出“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2016年10月，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大政治命题，强
调“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
重要”“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
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
部署看齐”，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

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201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首

次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并将其写入党章作为党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通过
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继续强调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的同时，还强调“党必须按照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
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202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全
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尤其是在总结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明确提
出了“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结论。“两个
确立”的提出，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
征程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奋力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仅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十分深远
的历史意义。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韩振峰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
工作的基本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多次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批
示，深刻阐释了什么是调查研究、怎样做好调查研
究等根本问题，使我们党对调查研究的认识达到了
新高度，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科学指
南。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发表重要讲话，对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提出明确要
求。我们要以深入开展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
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加
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领
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
成为强化责任担当、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展
的过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以为民情怀增强调查研究的自觉性。我们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心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
真切感知前沿性创造实践、经济社会实际运行状
况、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忧，及时发现和总结基层
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为分析解决问题获取客
观全面、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各级领导干部要
带头调研、经常调研，在真心实意向人民请教中拓
展工作视野、丰富实践经验、提高理论联系实际水
平，在倾听人民呼声、虚心接受人民监督中进行自
我反省、自我教育，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提升
政治站位、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增强工作本领。

以问题导向增强调查研究的针对性。问题是
调查研究的“准星”，只有预判准形势、搞清楚问
题、弄明白任务、确定好对象，“奔着问题去”，才能
避免调研走过场、看“盆景”，才不会蜻蜓点水、浅
尝辄止，才能在洞察真实情况基础上作出深入思
考、拿出解决办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听真
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这就要求
我们聚焦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当前，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就要紧紧围绕党中央部
署，胸怀“国之大者”，把握主要情况、聚焦重点难点，深入一线干实事
谋实招求实效，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以求实作风增强调查研究的实效性。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
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三进
下党、七下晋江，就是为了到基层去解剖麻雀、发现问题、找出对
策。没有调查的研究好似“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调查研究做不实仿
佛“半生不熟的夹生饭”，“那样的话肯定要砸锅”。做好调查研究，必
须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键是不要弄
虚作假。要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坚
持丁是丁、卯是卯，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以系统观念增强调查研究的科学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
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工作涉及主
体多元、问题多样，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小浪花”就可
能酿成“惊天浪”。调查研究的任务越复杂、挑战越严峻，越要坚持

“一盘棋”思维，善于“弹钢琴”“转盘子”。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
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真正把情况摸清、把
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前瞻
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
推进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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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
贸易的主导力量。新时代以来，“中国制
造”的国际形象不断提升，我国第一制造
业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规模化、集群
化、网络化、数字化优势更加突出。

一是制造业规模优势明显。我国制
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从2012年的22.3%
上升到 2021 年的 30.3%，达到 31.4 万亿
元，制造业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我国工
业制成品出口规模从2012年的1.9万亿
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3.2 万亿美元，占
全球制成品市场份额从 16.3%提高到
20%。二是制造业配套能力强。我国是
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多数材料、组件都
能找到本土供应商，对创新原型产品快
速试制并量产形成强大支撑。大中小企
业分工配合，加上数字化、智能化赋能，
形成了一批产品生产集中、配套设施专
业、产业链条成熟的产业集群和高效协
作的制造业网络，不仅能满足大规模标
准化生产需要，而且能快速响应个性化
定制需求。三是大规模制造与物流体系
形成供应链网络。我国基本建成了各类
运输方式快速发展、协同配合的综合立
体交通网，形成了以国家级物流枢纽为
核心，以区域性物流基地、物流园区、城
市配送中心、社区末端网点等为支撑的

配送网络，实现了高效运行。2021年我
国快递包裹平均成本为1.5美元，大幅低
于有关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和效率优势
明显，与大规模制造相结合形成供应链
网络，极大增强了我国制造业的市场响
应能力。四是部分新兴制造领域优势正
在形成。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新兴制
造业快速成长，已成为重要经济增长
点。比如，我国风电整机吊装量全球占
比接近50%；新能源汽车产能连续八年
位居全球第一，出口量连续两年位居全
球第一。

新时代以来，我国科研投入保持较
快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才
基础、创新主体、新兴产业等优势正在
聚合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更加扎
实和巩固。

科 技 研 发 能 力 实 现 大 幅 跃 升 。
2012年至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
年均增长 11.7%，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国家 4%的平均增速，研
发投入强度从 1.91%提升到 2.44%；我
国国际科学核心论文全球占比由 2012
年的 13%上升至 2020 年的 20%；我国申
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
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近2倍，居
世界第一；在全球 6000 多位高被引科
学家中，我国占比位居全球第二。科

技人才优势逐步显现。我国拥有全球
规模最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按
照 OECD 与欧盟标准，科技人力资源
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企业创新进程快
速迭代。创新技术与我国丰富的应用
场景相结合，不仅可以在应用中实现
快速升级，而且可以迅速实现产业化，
帮助企业加速创新迭代。战略科技力
量与市场机制加速结合。我国已经成
功组建首批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
构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高质量科研产出
位居全球第二，18 所大学的研究影响
力跻身世界百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加速形成。同时，不断完善科技成果
评价机制和科研人员薪酬制度、开展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
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深化应用“揭榜
挂帅”等机制，更加突出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数字经济引领优势凸显。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全
球第二，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
息等领域拥有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
世界首位，数字化智能化“灯塔工厂”
数量超过全球 1/3，逐步形成具有一定
领先优势的创新生态系统。

我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国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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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如幻如梦山水情（中国画） 刘人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