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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区加强合作和开放，“共同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

做增量，让更多国家、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20]这

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准，进一步突显了马克思

主义的人民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代担当。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时代价值

首 先 ， 习 近 平 大 历 史 观 是 全 面 建 成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强国的思想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

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

当前，我们正处在“两个大局”的关键历史时期，时代

要求我们贯彻和运用习近平大历史观，既能顺势而为，

抓住时代机遇，又能谋势而为，正确应对各种挑战与风

险。

“ 所 谓 正 确 历 史 观 ， 就 是 不 仅 要 看 现 在 国 际 形 势

怎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望过去、总结历史规

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22]习近平大历史

观为我们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

逻辑和现实逻辑提供了指引。认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

逻辑，就是要深入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建设和执政史，总结和把握历史

规律，认清历史大势，建立坚定的历史自信。从现实逻

辑来说，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只有从大历

史观的视野和思维出发，才能准确掌握世界形势和全球

发展的总体趋势，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上深刻

认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规律性和

时代特征。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这些论述，对当前解决

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难题以及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进

程中的上层建筑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历史主体论之宏大

历 史 唯 心 主 义 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根 本 区 别 之 一 就

是谁创造了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活动和

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

的 活 动 ， 随 着 历 史 活 动 的 深 入 ， 必 将 是 群 众 队 伍 的 扩

大”，[14]坚持人民群众是改造世界的认识主体、实践主

体和利益主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始终坚定群众

史观，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二元史观，先后

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

到“三个有利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等系

列论述。习近平大历史观在此基础上指出，“人民性是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16]并且创造性提出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拓宽了群众史观的理论新境界。

习 近 平 大 历 史 观 始 终 坚 持 人 民 群 众 的 历 史 主 体 地

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党九十五周年和建党一百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人民”一词分别出现107次和88

次 。 “ 一 切 成 就 都 归 功 于 人 民 ， 一 切 荣 耀 都 归 属 于 人

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等著名论断，是

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立场为根本

立场的时代新表达。

习近平大历史观始终坚持人民本位的发展主体观。

习近平总书记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的 现 状 出 发 ， 指 出 人 民 是 发 展 的 根 本 目 的 和 价 值 归

宿，“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必须始终把

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 平 惠 及 全 体 人 民 ， 朝 着 实 现 全 体 人 民 共 同 富 裕 不 断

迈进。”[17]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人民是发展的利益主

体，又是衡量发展的评判者，即“阅卷人”，“检验我

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

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

得到了保障。”[18]

同时，习近平大历史观提出并坚持“人民为中心”

的全球治理观。马克思主义是为全人类求解放的真理。

在当前世界新旧挑战并存的形势下，习近平大历史观多

次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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