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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新任务。 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理论支撑，亟需梳理新时代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和完善的研究成果，针对短板弱项明确深入深化研究的方向。 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建构与完善研究，要突出问题意识，重点探索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机关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城市和农村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快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大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一体化体

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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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意味着人们更加注重系统

观念，自觉从宏观上、整体上考虑和把握事物，主动

调整优化事物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推动事物内涵

式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系化推进思想政治工作

的守正创新，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完善。
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及其完善研究逐渐成

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围绕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理论基础、结构与功能、构建与

完善等方面，出版相关著作 １０ 余本，发表相关研究

论文 ３００ 余篇。 新时代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
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新时代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构建与完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

理和综合分析。
总体来看，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构建与

完善研究，主要聚焦企业、学校、社区等重要领域，
从社会治理、三全育人等不同视角展开，形成了较

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

　 　 一、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
与完善研究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

性息息相关，职工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做好职

工思想政治工作至关重要。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者最先展开对“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的讨

论，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和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构建。 当前，学界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的一般性探讨和从企业文化、党建工作等角

度探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的著作、论文、
调研报告等研究成果不断面世，为新时代完善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研究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特别强调以党

建促发展的思路来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基于此，学界也相应加强了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方面的研究。 从企业党建切入探索企业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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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体系的完善，相关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

研究。 倪素香等认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机

制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还存在创新不足的问

题；许多企业尚未建立系统的考核评价体系，已建

立的大多处于自发探索阶段。 为此，必须健全工作

机制，打造“系统工程”。［１］ 通过对民营企业思想政
治工作现状分析，倪素香等指出其党建管理中存在

条块分割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

展。 为此，提出“强化组织领导机制、健全工作考评

机制、完善调控运行机制、创新工作激励机制、建立

综合保障机制”，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２］

党齐民分析了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新

问题，面对的新要求，提出了内部构建企业内生的

经营管理结构与党和政府从外部嵌入的党组织系

统相融合的“两核同心、两元和谐”的体系，对外构

建整合外部党建资源的体系。［３］ 二是通过工作实践
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如 ２０１８
年，中宣部宣教局、国资委党委宣传部组织编写了

《新时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选编》，书
中集中呈现了多家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包
括完善工作体系）案例，比如介绍了鞍钢矿业公司

眼前山铁矿“四六六”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这个体

系包括“汇集反应、掌控预警、调节平衡、效果评估

反馈”四项工作机制、人文关怀等六种工作形式和

心理疏导六种工作方法。 它的“姐妹书” 《新时代

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选编》也介绍了民

营企业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好的做法。 三是

通过理论研究探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如孙

其昂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贡献，指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

系统性体系” ［４］，表现在纵向有多层层级，横向有多
种类型。 在新时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基

层重点探索融合的方式方法。 四是与现代管理理

论相结合进行研究。 探讨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

化建设、企业伦理及企业精神培育等之间的关系。
如张文峰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互

融共进的角度，提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

化建设的融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方面共同

发力，构建一体化融合机制，确保融合目标的

实现。” ［５］

　 　 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
与完善研究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 党的十八大以

来，高校加速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化建设的步

伐，以体系化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与完

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内涵与结构、内

容与特征的深化研究。 在原有系统推进思想政治

工作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刘宏达提出要区别体系思

维与系统思维，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内涵、
结构、内容、特征等方面的研究要突出整体性、体系

化思维，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是“围绕思想

政治工作各项任务的完成所形成的工作系统”，具
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构；提出把握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的内容要研究具体工作任务，强调从

目标更明确、重点更突出、结构更优化、规定更具

体、系统更衔接来把握其特征。 基于此，提出要以

体系思维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６］ 对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内涵与结构、内容与特征的研

究，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这一整体性命题的

前提性把握、基础性认识，有助于对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构建与完善研究的认识持续纵深推进。
二是关于完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何以必要、具体路径的研究。 深入探讨加快构建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必要性，增强研究自觉、研
究主动。 在必要性方面，蒋明军认为完善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是新时代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质量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举措。” ［７］ 在具体路径方

面，刘宏达、万美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特点、新要求等进行分析，以《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等文件要求为

指导，从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
服务、资助、组织十个方面研究完善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育人体系。［８］现有研究对完善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的具体路径与方法方面研究还较少，迫切需

要研究者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自觉，在明晰“为什

么”的问题上来把握“怎么做”。
三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

等工作体系的贯通研究。 顾钰民、张青子衿指出：
“原来在高校讲得比较多的是‘四个体系’建设：即
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 在此基

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 ［９］高仁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学科

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都是构建高水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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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要推动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

体系。［１０］陈东海认为应该建立高校党建、德育和思

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工作体系，做到指导思想一体

化、管理机构一体化、队伍建设一体化、质量保障体

系一体化、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１１］ 现有研究对“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高校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
材体系、管理体系”上形成共识，并对高校党建、德
育、思想政治教育等一体化工作体系进一步深入

研究。
四是不同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

研究。 朱平基于生命有机体视角，对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进行考察，指出构建高质量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既需要有“三全育人”的外部协同体系，
更需要“强身健体”，“夯实”、“强化”自身的制度体

系。［１２］冯刚、成黎明从治理视域下，提出推进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应当做到目标明确、内容

完善、标准健全、运行科学、保障有力。 在实践路径

中，要坚持立德树人战略导向和以人为中心的理

念，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化党的统一领

导，完善制度体系，注重协同联动，构筑动力机

制。［１３］对不同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深

入探讨，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的

广度和深度，表明对这一研究愈加深入的思考。
五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诸多子系统的研

究。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系统工程，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 近年

来，一些学者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系、内容

体系、评估体系、方法体系、话语体系等众多子系统

进行了研究。 如在管理体系研究方面，王习胜认为

要在计划制订、成本核算、组织运行、团队建构和绩

效考核中充分体现育人的导向和要求，体现“三全

育人”目标。［１４］在评估体系研究方面，秦在东、祁君

基于当前体系建设质量评价尚处于起步阶段、质量

标准有待细化，评价实施亟须联动协同、评价方法

有待优化，评价导向缺乏分层立体化、实践效果有

待验证的现实境遇，提出应遵循效果至上与兼顾效

益相结合、导向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

果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原则，建构评价维度、指标及

建立数学模型，以期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

的教育评价改革提供有益的实践思路和评价模

型。［１５］在话语体系研究方面，康德先、高文勇认为

新时代高校坚守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要积极

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学

术话语体系，即要以实践范畴作为学术话语的逻辑

起点，以矛盾范畴作为学术话语的逻辑动力，以理

想信念作为学术话语体系的逻辑内涵，以立德树人

作为学术话语的中心环节，以培养时代新人作为学

术话语体系的价值目标，形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学

术话语的新境界、新范畴、新风格。［１６］ 然而，当前研

究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子系统的界定上存在

分歧，需结合工作实践形成对各子系统的共识，以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化。

　 　 三、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
与完善研究

　 　 围绕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在国内已有二

十余年的历史，研究内容涉及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

内涵、特征、作用、目标、内容、机制及社区在思想政

治工作中的地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研究。 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有关社区思想政

治工作的研究仍较为薄弱，研究成果特别是高质量

成果较少，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与完善研究

需要加强。
进入新时代以前，有关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关于社区思想政

治工作的一般性探讨。 戴志伟是较早对社区思想

政治工作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其专著《社区思想

政治工作新论》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和谐社会构建

背景下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认为“社区思想政治

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１７］。
主张从内容、机制、队伍、方法、评价等方面深入探

讨，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路径。
第二类是从机制构建角度探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完善问题。 马奇柯提出“要着眼于解决当前社

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突出问题，发
挥党组织、政府、自治组织、专兼队伍、驻区单位、社
区民间组织、物业管理机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

组织和个人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形
成静态网络化组织和动态网络化组织，” ［１８］ 提高社

区思想政治工作效能。 唐亚林较全面地论述了社

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机制，提出要建设“组织领

导机制、社会参与机制、资源整合与物质保障机制、
考核评估与激励约束机制，” ［１９］ 主张从制度保障层

面探讨了新形势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取得实

际成效。 第三类是研究社区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

工作。 此类研究切口较小，以小见大。 王志军、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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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庆探析了高校学生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指出做好

高校学生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系统性原

则。［２０］总之，上述三类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研

究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述，对新时代社区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具有一定理论借鉴。 但多数

研究仍停留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浅表层面，体系化

视角论述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较少，需加强进

一步研究。
进入新时代以来，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是研究如何通过加强基

层党建来完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社区思想

政治工作主要依托党组织和党员展开，从这个意义

上说，关于社区党建的研究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

研究有很大的交集。 邓鹏、孙其昂认为社区要致力

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 党员作为“社区中

具有较高政治觉悟与公众参与能力的先进主体，理
应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２１］ 二是研究

如何通过社区治理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

区。 刘建军等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加强预防和化解社

会矛盾机制建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加
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五个方面。［２２］ 刘畅认为基层

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仍待优化，要以社区赋权和网格

治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综合利用数字信息

技术，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２３］ 王永益认为，全
社会共同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形成一种理论共

识。 全社会共同参与，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大

化的需要。 这就需要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模式，实
现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对全体社区成员的覆盖。 作

为系统存在的社区公众参与模式，从要素上看，体
现出共生的关系性布局。［２４］ 还有一类研究结合工

作实践，研究某地社区（如油田社区）的思想政治工

作。［２５］三是从影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因素

着手研究。 黄世虎、张子悦探讨了主体资源开发利

用的路径，强调要以系统思维看待社区思想政治工

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出“培养系统思维，整体开

发与利用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资源”。［２６］ 四是直

接研究体系化建设以加快推进新时代社区思想政

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郑帅认为，新时代的社区思想

政治工作要得到优化提升，就必须进一步构建适合

新时代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也只有更高质量

的体系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推进更高质量的

社区管理和服务，其在社区共同体塑造和公共精神

培育中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推动体系化建设是实

现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根本价值的必由之路。［２７］ 总

的来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

重要问题域，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但社

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研究还有待进

一步深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系统的区别还

有待进一步厘清，理论性学理性的研究有待进一步

充实。

　 　 四、关于深化新时代完善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研究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党的二

十大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新要

求。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新时代

新征程呼唤更加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也需要

更高水平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创新成果。 新时代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与完善研究虽然有了很大

发展很好局面，但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亟待深入探

讨，深化研究。
首先，亟待加强从理论、历史、实践等维度对完

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 探讨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及其构建、完善的相关理论问题，
可以从总结历史经验着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坚持系统思维和战略谋划，在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和成功经验。 我们要认真

总结这些经验，揭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与完善

规律，同时坚持问题导向，按照“把思想政治工作作

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的要求，结合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社会治理和学校立德树人工作等要求，
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研

究课题，在深入实际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加强理论

概括，为新时代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提供学理

支撑。
其次，要高度重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

究，推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均衡发展。 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包括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区、网络及

各类群体等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目前对企业、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较多，其他领域的研究

展开较少。 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在基层，建设基层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应当成为新时代完善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的重点。 要推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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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完善，需要从理论上加强指导。 因此，广大思想

政治工作者要积极回应社会需要，更加自觉研究企

业、农村、机关、城市社区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的构成特点及其完善规律，加快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工作一体化体系和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为
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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