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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风险的本质

意识形态风险的实质是思想统治存在的风险，

特别是面临社会实践的挑战，意识形态因不能回答

和适应实践要求而导致自身产生“漂浮”、内在紧张

和无力感的状态。虽然意识形态风险也与多样化错

误思潮的冲击有关，但是风险的根本点不在于外部

影响。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进言之，意识

形态作为理论、价值观，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意

识形态是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不是纯粹的解释

世界的思想体系，因而不能疏离于实践，总是以时代

主题和社会矛盾的破解来彰显自己的价值和解释力

生命力。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契合总是相对的，不

存在绝对的契合，即有时候理论高于实践，有时候理

论落后于实践。特别是后者，很可能导致意识形态

内在的紧张关系。紧张关系是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

契机，是推动意识形态创新乃至实现意识形态飞跃

的内在机制。毫无疑问，科学意识形态离开了“内在

紧张”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无以充分展示自

身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正如马克思写道：“哲学体

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

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

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

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

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

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

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

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

才消除掉这些错误。”其实，“内在紧张”对于当代中

国主流意识形态来说，需要倾听实践的呼声与要求、

在解决矛盾过程中反思自身不足，以此为基，与时俱

进。不断将“内在紧张”变为“内在张力”，方能达到

意识形态创变发展的理想之境。同时，内在紧张的

长期存在也使意识形态存在被肢解、被否弃、被挤压

的契机，如果不重视意识形态自身的“内在紧张”，意

识形态风险的爆发就是逻辑之必然。在此意义上，

意识形态风险，说到底主要不是外在的风险，而是意

识形态自身的现实调试和时代创变之间出现了重要

偏差而导致的内源性风险。质言之，意识形态风险

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断裂，即“理论和实践分离的

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

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所以，要确保主

流意识形态持续创新，破解意识形态风险和意识形

态渗透，并引领实践发展。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位的根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必须以发展的方式进行，需要四项研究并

举，尤其是应该着力于预见性或者想象性研究推动

意识形态的创变，服务于国家的中长期发展，不至于

陷入战略上的被动。一是文本性研究。主要是研究

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二国际的理

论家以及当代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这种研究取

得了巨大成就，比之改革开放前，各个视角和层面的

开掘达到了历史新高度。未来需更深入学习研究经

典文本，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抓住精髓、要领，学习

领悟。二是实践性研究。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问

题，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实践问题。

此项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下国家发展面临的突出

问题，对策性、实践性特色很强，前瞻性、思辨性、预

见性等相对弱一些。三是吸收性研究。主要是吸收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外的古今中外所有思想资源

（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等），这一块研究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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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进步，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与人们的期待仍然

差距甚大。四是预见性研究。就是根据时代性症

候，进行跨越时代的超越性、想象性、未来性研究。

目前存在方法论构建、跨学科整合制度建构、人才支

撑等几大困境，需要将其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进。以

扎实的四项研究推动意识形态发展，是捍卫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保证。

其二，以制度自信来保障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进步。意识形态是制度之魂，现代意识形态对

国家制度构建具有优先性核心性地位，制度建构是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硬性”保证。因此，一

方面，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同

时大力推进国家制度构建的定型化实践。换言之，

要坚持意识形态制度化和制度意识形态化之间的良

性互动。防范与规避意识形态风险，应加强制度尤

其是法治建设，把意识形态建设置于制度的约束之

下，把社会行为以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来引

导和约束，通过刚性制度的力量来限制意识形态风

险，铲除意识形态风险萌生的制度条件。诚然，科学

的制度建构与完善也需要意识形态、道德和核心价

值观的引导和介入，唯有将意识形态制度化和制度

意识形态化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同时不断地解决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将意识形态风险降

到最低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

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

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

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

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三，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在引领多样

化思潮过程中谋求意识形态的内外话语权。意识形

态话语权的谋求不仅与政权的合法性有关，也和国

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我

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谋求不能只是通过“‘震撼世界

的’词句”来博取，恰当的表述、新颖的话语和有效的

宣教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努力的

方向。再者，“创新功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意

识形态功能之一”。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实践性

和开放性，它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不断与时代同

步、不断创变的。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

义决不能作为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而只能成为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真理体系。面对主

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空间被挤压，我们必须保持破立

并举，处理创新与批判的关系。首先要在思想独立

基础上彰显批判的锋芒，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零

容忍”，敢于亮剑，敢于交锋、批判解构。与此同时，

意识形态指导实践、落地生根，离不开教育宣传，只

有通过多维度的教育宣传，才能降低意识形态风

险。因此，应该使用教育宣传这种常规性的手段，要

像普及法律一样来普及主流意识形态。在国际话语

权的谋取方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精心做

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

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的要求，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自信，既不要数典忘祖，又不要妄自菲薄，孜孜

以求、不断完善，不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陷阱所

惑，并努力发出独特的中国声音，谋求与综合国力相

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主要路径

其一，风险防控的主体树立责任意识和担当意

识。“道不空行，必依其人。”风险防控关键的因素是

人，即管理主体的意识和素养。如果对可能发生的

各种意识形态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强烈的责任

感和自觉性，那风险应对也就成功了一半。一方面，

无论是“黑天鹅”也好，“灰犀牛”也罢，都是不可忽视

的风险或者危险，应纳入谋划和应对的范围；另一方

面，分工到人，各司其职，绝不容许在应对风险问题

上“踢皮球”，“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

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

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

风险”。

其二，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

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准确研判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的状况，可借鉴社会物理学中的“社会燃烧理论”。

“社会燃烧理论”认为风险引触需要同时具备“燃烧

物质”“助燃剂”和“导火索”三重因素。研究把握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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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风险生发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是由多

种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活的有机体。事物不

是僵死之物，而是变化发展的，不是杂乱无章，而是

有规律可循的，而规律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利用

的。意识形态风险生发的规律亦是如此。意识形态

舆情发展往往会经历诱发期、发展期、爆发期、鼎盛

期、衰退期等阶段。另外，意识形态风险的种类不

同，根源各异，有的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有

的是从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蔓延或者升级过来

的，对此，我们要经过充分的研判，运用新媒体技术，

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及时地向民众发布官方

信息，阻断意识形态舆情风险的传播空间和进一步

发酵的可能性。总之，针对意识形态风险和舆情，首

先要摸透意识形态舆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踩着

舆情发展的恰当节奏，打响舆情引导和风险化解的

正向鼓点，提前思考可能出现何种意识形态舆情或

者事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其三，推进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

化，对各种可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

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

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

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

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现代化离

不开数字化、科学化、精细化，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是

一个高度敏感、具有很高治理含量和科技含量的工

作，有着巨大的可以延展的空间。对其的治理或者

应对，应逐步从数字治理、数据治理，走向智能治理

与智慧治理。

其四，重在做好“防”和“控”，把握好时度效。出

手及时有力，力争把意识形态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

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

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

弱意识形态风险演化为强意识形态风险和社会政治

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掌“时”。时，

时机、时势也。风险防控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要想打赢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就必须掌握主动、

赢得先机、先发制人，要审时度势、灵活机动，牢牢把

握舆论斗争中的主动权。控“度”。凡事有度，过犹

不及。这就要求风险防控工作也要把握好“度”、拿

捏好“分寸”、控制好“火候”。这项工作是做人的思

想工作，控制好了“度”，才能收获民意、赢得民心。

求“效”。所谓“效”，是指效果、实效。应对意识形态

风险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安邦定

国的大事，必须能经受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只

有做到上述三点，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才能有效

统筹价值、导向与策略，解决好目标、动力和路径问

题，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开辟新局面、实现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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