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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

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为把握社会文明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供了基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

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认识,促使其重心由社会客体文明建设转向社会主体文明提升。 面向新发展

阶段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应以文化建设为路径,着力抓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公民道德建

设,推进群众性文明工程创建,重视网络文明建设等四方面工作,扎实推进文化成果和精神文明财富

的客体主体化进程,促进人的文明与人的现代化,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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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围绕“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新部

署,将“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作为第三个方面的重

要内容[1] 。 这既是对此前“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文

化建设目标的延续,又是对这一目标进一步的聚焦,
即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问题对准“全社会”,使通过

文化建设提高全体人民文明素养的意旨更加明确。
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随着过去几十年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有了极大提升,但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上,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就是要

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铸魂育人、提振精神、
塑造文明的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提供坚实的主体保障和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来把握提高社
会文明程度问题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这个表述,与文明、社会文

明、社会文明程度等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们都是

18 世纪以来西欧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成熟的产物,也
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

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

步性与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

社会结构理论也为理解社会文明和提高社会文明程

度的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导。

(一)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话语的生成及其局限性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文

明程度等都是典型的现代性概念,它们是 18 世纪以

来西欧资产阶级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迅速生成的

丰富现实的重要术语,也是西欧资产阶级表明其历

史优越性的关键范畴。 正如埃利亚斯所说,文明一

词“它包括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的两三百年内所

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

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 [2] 。 在西欧资产阶

级那里,文明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文明既是西方

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实存,也是判断以往社会或非

西方社会进步开化情况的标准。 据此,西欧资产阶

级确立了自身之于封建阶级或之于其他民族的进步

感、优越感。 西欧的这种文明优越感随着 19 世纪的

殖民扩张愈加膨胀,文明进一步上升为西欧的意识

形态:文明是衡量其他地区或民族社会形态性质和

发展水平的标尺;资本主义文明是普遍的历史进程

将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西欧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负有

促进其他民族文明化的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研究社会文明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

地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与历史局限

性,超越了那种将资本主义文明神秘化、永恒化的做

法,揭示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和基本规

律。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从历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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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出发,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矛盾运动,论证了人类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

高以及如何提高的客观规律。 资本主义文明固然大

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其内在矛盾或者说文

明对抗性决定了它只是社会形态演进的一个环节。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用“两个必然” “两个决不会”
的科学论断昭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 另一方面,马
克思在解剖现代西欧市民社会结构时,提出了“物质

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过程” [3]2 的经典论断。 马克思强调,
“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

的” [4]582-583。 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创造了狂飙式发展

的生产力与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才使现代意义的、
狭义的“社会文明” 在同政治国家的区别中凸显出

来。 狭义的“社会文明”指的是直接扎根于人们生产

和交往而来的社会生活的进步和发展情况,它是广

义的社会文明进步的组成部分,也是其根本动力。

(三)把握三个层次的社会文明概念

　 　 西方资产阶级将自身的一切视为文明及文明的

标准,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结

构理论,文明实际可以剖分为三个层次,正是这三个

层次社会文明的表现形态进一步将资本主义文明的

局限性凸显出来。 第一个层次的社会文明是总体性

的、历时性维度上的社会文明,泛指人类在特定时代

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一切成就。 迄今为止,人
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

社会创造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文明,越是往后的社会

形态所创造的文明体量越大,内容越丰富。 社会形

态更替演进的过程就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进程,
其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 第二个层次的社会文明是结构性的、
共时性维度上的社会文明,是指现代社会结构分化

之后,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并

列的那个狭义的社会文明,它主要是指社会建设领

域取得的客观成果,即围绕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等

方方面面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 第三个层次的社

会文明则是社会文明的主体状况,即由现代社会化

大生产和社会普遍交往所造就的具有多方面社会需

要及满足其需要能力的“高度文明的人”。 人的主体

文明主要是指人的需要、素质、能力及其所构成的整

个精神世界的发展进步状况。 前两个层次的社会文

明最终反映并实现为人的主体文明,“人们的社会历

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 [4]43,因此人的

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最高指标。

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社会更加有力

地促进了三个层次文明的长足进步。 但是,这三个

层次的文明发展程度是依次递减的,这主要表现为

生产力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社会领域的贫富分

化加剧、矛盾冲突频发,原子化的个体也普遍面临精

神与信仰危机。 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文明进步,既
要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成果,又要超越资本主

义社会文明发展的狭隘性与有限性,实现社会文明

财富的总体提升、社会事业的具体发展和人们共享

社会文明成果。 推动这三个层次社会文明的协同发

展,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既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的根本福祉所在。

二、中国共产党对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探
索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理

论和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问题深嵌其中。 从着眼社会主

要矛盾总体性地促进社会文明,到不断加深对社会

结构的认识并统筹各社会领域的协调发展,再到更

加强调国民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实现了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问题从总体到具

体、从客体到主体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拓展。 但这一

历程中表现出的不同阶段不是替代性的,而是叠加

性的,亦即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始终需要坚持总体性

与具体性、客体性与主体性相结合,既有统筹又有侧

重地增进三个层次的社会文明。

(一)通过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推进总体性社会文明发

展进步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

盾,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推进总体

性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基本依据。 1956 年,中共八

大正确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尽管社会主

义探索多有曲折,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建立

了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

也取得了扫盲运动的巨大成就,这为改革开放后的

工业化、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和精神前提。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

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

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

面迈入世界前列,意味着中国已经告别“落后的社会

生产”。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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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矛盾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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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既表明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社会主义文明实现了总体

性提升,又承认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

义文明事业仍有广阔空间。 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到那时,
社会主义文明将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累

累硕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树立新的标杆。

(二)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深化认识来提升社会领域的

社会文明

　 　 我们党对社会结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

的过程,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问题也随之向具体的

社会领域聚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首先明确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后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然后再从“三

位一体”、“四位一体”进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社会主义文明得以实现更加全面协调的发展。
不过,从中央文献及学术研究来看,提高社会文明程

度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建设领域。 这是因为,改
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贫富

分化、利益分化问题,致使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社会

冲突加剧。 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

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概念,同时也提出了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社会文明的概念也随之成为热点。 社

会文明被视作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社会建设则

被视作增进社会文明的手段,通过社会建设实现更

高程度的社会文明,约等于通过社会建设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建设一般被认为包括社会民生

事业和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两个方面。 许多学者

都主张社会文明建设的重点是解决民生问题,甚至

将社会文明称为民生文明[5] 。 陆学艺先生明确反对

这种观点,他认为社会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现

代化,包括民生事业、社会事业、社会体制、社会管

理、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等全方位的现代

化[6]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方面提出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要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这为社会领域文明的提升提供了重

要的方向指南与制度保障。

(三)通过把握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耦合关系提高

全社会文明程度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

替代了之前的社会管理概念,这就把社会治理的主

体素质这一新的变量引入进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

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7] 构

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必然要求高素质的人。 这样,在理解何为社会文

明以及如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问题上,焦点便由

社会民生事业和社会秩序规范的客体问题,转向了

人的素质或者说国民素质的主体问题。 人的素质问

题向来都是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内容。 因此,
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这个目标上,社会建设与文化

建设发生交汇,其交汇点便是人的文明、人的现代

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

化” [8] 。 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在促进人的现代化上

虽然分工不同,但二者是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的:社
会建设是要保障人民对社会财富的客观占有;文化

建设则要促进社会财富的主观内化,使人们在更高

程度上获得运用既有财富和创造新的财富的自由。
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

的远景目标紧密融合在一起,提出要“建成文化强

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

显著增强” [9] 。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文明与

社会领域文明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需要迈向

更高质量发展,人的文明才能上升为焦点。 因为只

有人的主体文明和客体文明更紧密地相互支撑,才
能为新发展阶段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奠定更坚实的社

会基础和更昂扬的文化精神条件。 反之,如果不从

文化建设方面加强对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价值观念

的引领,社会财富就可能被滥用,社会治理就可能走

向失序,而社会文明的更高理想也难以实现。

(四)通过强调文化建设来着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总

体部署中,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心进一步向文

化建设领域转移,其目标和内容更加具体。 党的十

八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目标,提出文化方面要做到“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其具体内容包括“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

显提高” [10] 。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国民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作为“十三五”时期文化发

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11] 。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

文化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一部分内容中,指出

“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

社会文明程度” [12] 。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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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指出“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 [13]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确立为 2035 年文化发

展的远景目标[14] ,并将其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来阐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

目标做了一定调整,使用了“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的表述,表明其重心就是提高“全社会”即全体人民

的文明素养。 文化建设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来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增强文

化涵养、夯实文化根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 习

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

强。 人的精神富有和全面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文明事

业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提出的更高目标,也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物欲横流

和精神贫乏之弊的关键。

三、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文化路径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文化建

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

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这些重

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

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

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15] 。 立足文化建设已取得

的重要成就,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本质要求就是

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果由观念形态走

向实践形态,推进文化成果和精神文明财富的客体

主体化进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高度。
换言之,以强的社会主义文化来强民、强心,构筑人

民群众内在的精神力量,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这是提

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核心要义。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

度的关键是做好“以文化人”的工作,用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成果来感召人、教育人、引导人,形成并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文明新形态。

(一)着力抓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和思想观念来武装人的头脑,加强社会主义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升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精神

面貌,使全体人民从总体上认识到社会主义文明的

先进性与优越性。 我们要警惕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

出现信仰缺失、心灵空虚、道德沦丧等精神危机,要
避免中国人民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至上主

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在

全社会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指引和

行动指南;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

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凝聚全党、团结人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

社会事业发展的前进方向;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教育,用好历

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引领人们深刻认识红色政权

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

不易,使其牢固树立对国家和社会及其各项制度的

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民正确地认识个人与国家、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将小我融入大我,矢志不渝地为祖

国、为人民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

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凝聚起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用
社会主义道德滋养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人的文明素

养,促进每位公民在社会生产、生活与交往领域的文

明品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道德不可避免受

到了市场利益的冲击。 对于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堕落

或道德败坏,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及其文

化意识形态决定了它的无能为力或不作为。 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积极引领道德的方向,而且我们

也拥有深厚的道德传统积淀。 中华文化具有崇尚道

德和通过道德实现自我超越的优秀传统。 我们党在

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奋斗历程中,也锻造

了卓越的革命道德、革命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公民道德建设成为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扬中

国共产党革命道德、促进整个民族素质不断提高的

重要抓手。 2001 年,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2019 年,《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出台,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进

行了全面部署,目标是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全社

会、全领域、全阵地的系统工程。 全社会是指全体人

民都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建设;全领域是指道德要求贯彻到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等领域,从更高层次、更广视野引领社

会的全面发展;全阵地是广泛利用融媒体、基层、各
类教育基地、公共文化设施、户外媒介等开展群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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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和道德风尚,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必要条件和最终归宿。

(三)推进群众性文明工程创建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是要扎实深入开展群众

性文明工程创建,将全社会具象化为特定地域、区
域、单位等不同范围、层次与规模的共同体,有的放

矢地提高全体人民、全社会文明程度。 群众性精神

文明建设活动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探索出来的改造社会与自我改造并行的一种实践

活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训练社会主义新人

的一种实践活动。 面向新发展阶段,我们要继续走

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特色路径:既要经常性开

展特定主题的全民教育活动,如学习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又要抓一定地域、区域、血缘限制下的社

会共同体的文明建设工程,扎实推动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家庭、文明校园、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
明企业等的建设;还要继续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面向基层、重心下移,推试点、抓典型,进一

步加强农村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治理工作,
使之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在满足农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开创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新局面。

(四)重视网络文明建设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适应信息科学技术与

网络社会发展态势,重视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

康的网络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清朗空间。 网

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网络社会不仅折射和放

大现实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而且网络的匿名性也放

纵了人的不文明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言行,这给社

会文明和谐带来很大冲击。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

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
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 [16] 。 加强网络信息内

容生态治理,已经成为维护文化安全、做好网络意识

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意

识形态工作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从根本上扭转了

此前网络乱象丛生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不利态势。 面

向新发展阶段,我国的互联网治理要进一步由消极

防御走向积极治理:一是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特

别是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凝聚亿万网民,唱响时代主旋

律;二是要深入开展依法治网行动,对网络违法犯罪

行为绝不姑息,不留灰色地带;三是要贯彻落实共建

共治共享原则,倡导文明办网、文明用网。 在网络意

识形态斗争问题上,既要依靠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

领导,又要重视发挥网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共同筑好

网络意识形态防线。

四、结语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

务,这是社会主义文明事业总体进步与全面发展的

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

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迈向新发展

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在人、宗旨在人,人们

应该拥有更丰富的精神世界、更高尚的精神境界、更
全面的文明素养、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才能全方位构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人的文明是中国

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征。 人类文明

新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形态;人的文明新形态

就是人们全面占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成果的人的本质的丰富性

形态。 其中,精神文明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是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建设共同作用的

结果,并反过来为各领域建设提供先进性的价值支

撑与引领。 我们应更自觉、更主动地运用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以增强人的改造客观

世界的素养和能力,使人的主体文明与人所创造的

客体文明相得益彰,共同实现螺旋式上升,进而创造

更完善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

蕴起更深沉而持久的力量,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44.

[2]诺贝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

发生的研究[M]. 王佩莉,袁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18: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 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2009.



第 3 期 屈婷: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理论依据、发展历程和文化路径 47　　　

[5]彭劲松. 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与社会整体文明建设

[J]. 社会主义研究,2007,175(5):52-54.
[6]陆学艺. 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J]. 社会学研究,

2011,26(4):3-1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7.
[8]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8:68.
[9]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

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2-23.
[10]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人民出版社,2012:17.
[1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1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13]习近平.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

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6.
[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M]. 北京:人民出

版社,2020:8.
[15]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2023-06-03(01).

[16]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13-11-16(01).

[责任编辑　 李瑞萍]

Improving
 

Soci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Theoretical
 

Basi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ultural
 

Path
QU

  

Ti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
 

Jinping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Marx’s
 

theories
 

of
 

social
 

form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provide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grasping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CPC
 

has
 

constantly
 

deepened
 

its
 

under-
standing

 

abou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which
 

has
 

prompted
 

its
 

focus
 

to
 

shift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bject
 

civiliza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ubject
 

civilization.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e
 

must
 

tak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the
 

path
 

and
 

focus
 

on
 

four
 

aspects
 

of
 

work:
 

im-
proving

 

socialis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citizens’
 

moral
 

construction,
 

promoting
 

the
 

crea-
tion

 

of
 

mass
 

civilization
 

projects,
 

and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ivilization.
 

We
 

must
 

solid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objectific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of
 

cultural
 

achievements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ealth,
 

promote
 

human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nd
 

enrich
 

and
 

develop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culture;
 

new
 

forms
 

of
 

human
 

civ-
i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