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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青年观的基础上，围绕青年和青年工作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以新颖、独特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青年思想，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青年和青

年工作的思想。习近平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彰显出科学严整的系统视角、宏大深远的战略视角、立体鲜明的

人本视角和宽广开阔的国际视角。从这四个新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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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革故鼎新、励

精图治，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新局面，为青年成长成才和青年工作发展开辟

了广阔的天地。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

青年教育和培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脉相承，关心

关爱青年，关注关怀青年工作，多次对青年发表饱

含深情的讲话，经常同青年代表促膝长谈，不时向

青年致亲切的回信，给青年热情真诚地加油鼓劲，

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

的富有战略性、时代性、开创性的新观点新论断新

要求，彰显了高远的立意和丰富的内涵，为当代中

国青年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有效的参考，对

解决当代中国青年存在的问题和青年工作的开展具

有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系统梳理与科学分析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不难发现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彰显出科学

严整的系统视角、宏大深远的战略视角、立体鲜明

的人本视角和宽广开阔的国际视角。从这四个新的

视角出发，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

思想进行探究，不仅易于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

更有利于为当前青年和青年工作提供价值指引和根

本遵循。

一、科学严整的系统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

表过有关青年的一些见解，但对青年和青年工作没

有进行专门而系统的论述，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

体系，他们对青年的见解零星地散见在不同时期的

著作和论述中。如马克思在 1835 年中学毕业前夕撰

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66 年为国际

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拟定的 《临时中央委员会

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恩格斯在 1845 年为报

刊撰写的《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

运动》等文章。此外，列宁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青

942019 年第 4 期 谢东俊: 习近平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思想的四个新视角

DOI:10.19473/j.cnki.1008-4940.2019.04.008



年的论述。在这些文章和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

和列宁对青年的特点和地位、青年的教育与培养、

青年的成长与成才、青年的工作与生活等方面进行

了阐释，认为国家和社会要高度重视青年的培育，

要全面关心青年成长，更要充分发挥青年的作用。

这些观点和论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源头，

成为了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青年

思想的理论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的青年观和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理论精

髓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立足当代国情和时代特征，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对

青年和青年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系统的论述，

完整严密地回答了新时代 “培养什么青年、怎样培

养青年、为谁培养青年”等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

提出了青年的本质和地位、青年的作用和使命、青

年的成长与成才、青年的组织和动员、青年工作改

革等方面的诸多重要论述，在青年和青年工作领域

形成了改革创新实践的结晶和理论成果，形成了一

套彰显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科学严整的关于青年和青

年工作的思想理论体系，把党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

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青年观和中国共产党人青年思想的新境界，

使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得到了升华与拓展。
“培育什么样的青年”是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首

要问题。也就是说培养出来的青年应该具备什么样

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总体规

格和素质要求?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

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纪

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明确要求“把青年一代

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1］，除了这样宏观整体的目标描述，也

有对青年具体而微观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

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对青年提出过 “爱国、励志、求

真、力行”的“四点要求”，“坚定理想信念、练就

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

尚品格”的“五点希望”，“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

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

本领、锤炼品德修为”的 “六个重托”，“勤学、修

德、明辨、笃实”的“八字真经”，“志存高远、德

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的 “十六字诀”。

习近平总书记以强大的心灵感染力、理论说服力和

实践穿透力，在宏观和微观上为新时代青年成长成

才锚定了方位、指出了路标。归根到底，就是要让

青年培育和塑造共同理想、高尚情怀、坚强担当、

出众才学、崇高德行等优良品质，这些品质的习得

和养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一以贯之的成

才嘱咐和要求。

在“怎样培养青年”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认为

青年培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齐抓共管，形

成合力。在培养主体上，习近平总书记重视青年与

社会的统一关系，注重整体性、协调性，强调要坚

持党的领导，建立党政齐抓共管、共青团组织协调、

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

领导干部、共青团组织、学校、社会、家庭的协同

作用，整合多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综合施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

青年、严格要求青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

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

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

造更有利的条件”［2］99。在 2015 年中央群团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学校中的青年工作要做好，社会其他领

域的 青 年 工 作 也 要 做 好，而 且 更 要 下 大 气 力 做

好。”［3］在培养方式方法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

重民族性、时代性、创新性、针对性、渗透性，灵

活运用理论教育、问题导向、思想引领、文化熏陶、

读书学习、榜样引领、实践锻炼等多种方法，全面

提高青年培养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针对性和实

效性。

关于“为谁培养人”的问题，2018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 “要牢牢抓住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4］在 2019 年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强调: “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的有用人才。”［5］青年人才是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

关键资源和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毋庸置

疑地表明，青年人才的培养是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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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后继有人的可靠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换言之，就是要培养社会发展、

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

的青年人才，为实现中国梦输送源源不断的后备

力量。

二、宏大深远的战略视角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青年看作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

人到历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

代到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青年身上富

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独特优势和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无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青年的地

位和作用，倍加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始终把青年

和青年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

努力为青年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环境。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总结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青年看作

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

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从来都支持青年在人民

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2］99 从党的文

献资料可以看到，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饱含深

情地留下激励亿万青年的名言。毛泽东将青年形象

地比喻为: “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

像早 晨 八 九 点 钟 的 太 阳， 希 望 寄 托 在 你 们 身

上。”［6］121邓小平对青年也是高度评价和深刻认同的。

他讲道: “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

兴旺 发 达 的 希 望 所 在。”［6］161 江 泽 民 同 志 也 认 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6］343 习

近平总书记与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源流相继，总

是不忘将青年的成长成才与党和国家、民族命运联

系起来，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战略思维方法论，开

创性地围绕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行全面系统的战略思考、战略谋划、战略决策和

战略部署，成为动员广大青年团结奋进、开拓进取

的时代号角和行动指南，为广大青年把自己的青春

奋斗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审视、去把握提供了强有力

的精神依托，有力地显示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

和青年工作思想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战略性。

首先，肯定青年地位和作用。以历史规律为借

鉴，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视野，审视古今，谋划

未来，高度肯定青年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历史发

展脉络分析，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

进程来看问题，充分肯定青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

巨大贡献; 以现实的依靠力量为视角，充分赞赏青

年在现实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以祖国和民族的未来

为展望，高瞻远瞩地揭示了青年的未来价值。从目

标导向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把青年地位和作用放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来

认识与考察，科学阐释了当代青年承担的历史使命

和肩负的时代责任，清晰、深刻地阐述了实现中国

梦与中国青年运动、当代青年发展的关系，与此同

时也对青年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使命进行了新定位、

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新任务，把青年一代看作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

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2］3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终 将 在 一 代 代 青 年 的 接 力 奋 斗 中 变 为 现

实。”［2］14习近平总书记在参与青年活动的多个场合

勉励青年要发挥 “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一次

次对广大青年学子进行鼓励、鞭策和激励，就是要

让青年明确自身的历史主体地位，强化自身担当精

神和使命情怀，披荆斩棘、开拓进取，主动承担起

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抉择。

其次，坚持党管青年的原则理念。在科学认识

青年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基于

党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把青年工作上升为党治国

理政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作，把青年

工作当成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的前瞻性事业，要求

全党要牢牢把握青年工作的领导权，把党管青年作

为开展青年工作必须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从理论

和实践不断深化和明确“党管青年”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召开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明确了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

的重大问题，并印发了 《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作

为落实会议精神的 “施工图”; 主持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议，审议出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 《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 ( 2016－2025 年) 》，使青年在历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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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时代发展中的定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用 200 余字的篇幅

专门谈到青年，把对青年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

了新的高度; 2019 年 4 月 30 日高规格举办纪念五四

运动 100 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

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饱含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

待和深切关怀，在会上发表了约一小时的重要讲话。

这些战略性举措紧扣时代发展大势，把青年工作上

升为党治国理政的战略性工作，从战略性的高度强

调重视青年与青年工作，这对于确保青年发展事业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推动青年工作取得历史性

成就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立体鲜明的人本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

生产关系的局限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的发展

具有片面性，只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

社会，消灭了阶级和剥削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

人，才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也将作

为社会的主要群体和社会变革重要依靠性力量的青

年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促进青年发展的终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人的全面发展”

的理论，把促进青年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青年工

作的最终目标和归宿。 “要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

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把准方向，摸准脉搏”［2］69，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自始至终贯

穿着鲜明的人本主题，强调把握青年思想特点与成

长成才规律，充分认识到了青年作为人的本质也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

思维和理念，围绕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在以青年为本的价

值旨向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要如何对待青年。

首先，要了解和尊重青年。 “青年身上蕴藏着

巨大的创造能量和活力，要充分认识青年的这种特

质，适应 这 种 特 质 去 工 作，否 则 就 会 落 后 于 青

年。”［7］习近平总书记尊重青年主体地位，将青年的

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全面认识青年的特点与

需求，提出要尊重青年的心理发展特点与规律，了

解青年的思想动态及需求，深切了解青年作为自然

人，处在发育成长中，具有鲜明的身心特点，需要

有针对性的关爱和教育; 作为社会人，处在成长过

渡时期，其社会性正在形成中，少不了 “成长的烦

恼”，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比较局限，需要积极

的思想引导才能确保青年的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要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

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做

青年工作的热心人。”［2］99 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尊

重青年天性，要走近青年，倾听青年，心入青年，

与青年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增进与青年的感

情，以更好地团结和凝聚青年。

其次，要联系和服务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把青

年看作需要社会更多关爱的群体，他指出: “当代

青年在成长成才、身心健康、就业创业、社会融入、

婚恋交友等方面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2］65 这

些青年遇见的操心事、烦心事为新时代青年与青年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社会特

别是共青团组织要真心实意为青年排忧解难，要

“深入青年之中，倾听青年呼声，把青年安危冷暖

挂在心上，发挥组织优势，调动优势资源，千方百

计为青年排忧解难”。［2］65习近平总书记以凝聚青年、

服务青年为导向，聚焦共青团改革，强调团组织的

工作要主动适应信息化发展趋势和青年群体生活方

式转变，关注基层青年、有发展需求的青年、残疾

青年、在城乡流动的青年等各方面有困难的青年，

强调共青团要发扬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光荣

传统，发挥自身优势，认真履行联系服务青年的职

责，为党分忧。

再次，要教育和引导青年。教育和引导青年是

保证青年健康成长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青

年的优点和不足的深刻认识，进而客观辩证地分析

青年的特点和本质，强调要根据青年的行为特征和

情感需求开展教育和引导工作。一方面，认为青年

处于成长成才的“拔节孕穗期” “灌浆期” “墩苗

期”，是身体和心智发展的旺盛阶段，要求广大青

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扣好 “人生第一

粒扣子”，着力突出青年价值观教育，为青年成长

培土浇水、铺路搭桥。同时，在教育和引导青年的

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青年科学思维方法

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勉励广大青年通过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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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和积极的创新去深化认识、感悟真理、成长

成才。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青年时期是培养和

训练科学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关键时期，无论在学

校还是在社会，都要把学习同思考、观察思考、实

践同思考紧密结合起来，保持对新事物的敏锐，学

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2］56另一方面，

辩证认识青年在成长过渡时期存在的不足: 思想上

不够成熟，缺乏实践经验，易受错误思潮影响等，

在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受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潮的影

响和冲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必须高度

重视在理想信念上对青年进行有力的教育和引导，

为青年成才打药整枝、把准方向，为健康成长提供

支撑和指引。

最后，要争取和赢得青年。 “我们党自成立之

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

广大青年。”［2］99 青年是社会最具活力的群体，是一

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一代代

热血青年吸引和争取到党的队伍和党领导的伟大事

业中来，如此，党才拥有今天强大的活力和战斗力，

中国的事业才能有现在的辉煌，这既然是以往宝贵

的历 史 经 验，也 会 是 时 代 发 展 提 出 的 必 然 要 求。
2016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 “95 年来，我们党取得的

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热情和奉献。”［8］这一论断

体现了党对青年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和青年

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必须站在战略

的制高点去争取和赢得青年，要高扬爱国主义的伟

大旗帜，让青年聚拢到党的旗帜之下，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充

分发挥广大青年的生力军作用，为实现中国梦增添

强大的青春能量。

四、宽广开阔的国际视角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的发展趋向必定

是世界的普遍交往。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人类已经生活在全

球化时代，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作出的

科学预测早已得到现实的验证。习近平总书记立足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站在全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高度，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和风范，对

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现实的回应，致力倡建 “人类命

运共同体”。面对这个事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

实任务和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到

了意气风发、视野开阔、活力四射的青年身上，认

识到了青年在推进世界交往和发展中无可替代的独

特作用，进而对中外青年提出殷切希望和嘱托，勉

励全球青年共同担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推动世界朝

着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青年和青年工作思想宽广开阔的国际视角。

首先，青年是世界未来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开幕式

贺词中说: “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全球青年

有理想、有担当，人类就有希望，推进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2］7 “当

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各国青年应该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合作意识，

共同开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9］习近平总书记着眼

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逆全球化、发展失衡、民粹主

义、恐怖袭击、气候变化等困境，多次发表了青年

是“世界的未来” “人类的未来”的重要论述，把

希望更多地寄托在青年身上，在中外交流的各种场

合语重心长地勉励全球青年要有国际视野、全球胸

襟和共同的责任担当，为推进全球治理和促进全球

共同繁荣主动搭台铺路，积极出谋划策，为推进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青年是国际交流的纽带。习近平总书记

在出访时，曾在演讲中多次寄语国际青年，殷切希

望他们能积极扮演国际交流的使者、文化交流的传

播者。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

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 “青年是人民友谊的生

力军。青年人情趣相近、意气相投，最谈得来，最

容易结下纯真的友谊。”［10］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指出: “期待着

越来越多的中俄青年接过中俄友谊的接力棒，积极

投身两国人民友好事业。”［11］源自于他对青年特点的

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要在消弭跨文化

差异、消除误解偏见、促进各类文明的相互理解和

包容中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希望世界各国通过青

年之间的互相学习交往，彼此借鉴各国的优秀文化，

增进相互信任，带动多元化交流，成为播种友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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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友好关系的建设者、深化合作的推动者，以

此夯实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平台，为各国发展打造互

信、共享的舞台。

五、结语

青年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是事业兴旺发达的

希望所在，一代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变化和

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

索与总结，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思想

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既一脉相承

又与时俱进，从新颖、独特的视角将中国共产党对

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充分表

明习近平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和毛泽东、邓

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青年思想一样，是在继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青年观和共产党人优良传统的

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具体实际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思想的提出，对指导新

时代的青年工作，促进新时代青年健康成长，激励

青年为实现中国梦增添强大青春能量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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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New Perspectives of Xi Jinping on Youth and Youth Work
XIE Dongjun

(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dissertations on youth and youth work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Marxist classic
writers’view on youth，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youth thoughts of Chinese communists from a novel and unique
perspective，and form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youth and youth work. A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systematic
perspective，a grand and far－reaching strategic perspective，a three－dimensional and distinct humanistic perspective
and a broad and ope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re showed i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youth and
youth work.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Xi’s thought
on youth and youth work from these four new perspectives.
Key words: youth; youth work; new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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