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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创新思维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复杂过程，涉及思维活动的各个环节和一

系列因素，各个环节和因素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创新思维的有机系统，因此，

必须从哲学的高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从整体上阐述创

新思维的发展过程、内在结构、基本功能及应用价值，从而揭示创新思维

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思维的操作模型和应用方法，

以便在创新思维活动中推动创新实践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伟大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仍然生机勃勃的原因。

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创新思维的关系，是我们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

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的重要课题，也是推动人类创新思维发展的重要途

径。厘清这二者的关系，不仅应该进行辩证的分析，而且也要注意对二者

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解读，这样才能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全面考

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创新思维的关系，进而发现二者的内在联系。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及理论观点，研究创新思维问题，探索创新思维原理，针对创新实践，

坚持与时俱进，把握学科前沿。不仅在理论内容上进行跨学科研究，突破

了以往同类研究的单一性和狭隘性，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相关学科

的理论知识。因此，书中提出的思想观点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

的发展，是对思维科学理论的创造性推动，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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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助于提升科技哲学的理论和观点。本书以理论研究为主体，以实践

探索为归宿，注重应用性研究，因而书中的研究成果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首先，对于理论创新活动，有助于哲学、科技哲学、创造学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对于教育创新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人格和培训学生的创

新思维能力；再次，对于价值评价领域，有助于创造性评价人才的创造力、

评价名牌产品和名牌大学；最后，对于科技和文化创新实践，为促进先进

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功能–结构方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综合方法等，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

创新思维问题。首先，将创新思维的过程论、本质论、结构论、功能论、

主体论、规律论、方法论、实践论等，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下进行

多角度、全方位的阐述；其次，运用创新思维方法探讨改革开放的创新规

律；再次，综合概括新时代思维方式的创新在全面研究创新思维原理的基

础上，从创新思维实践角度探索创新思维模型，总结出一整套具有应用性

和推广性的创新思维方法；最后，分析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

对创新活动(包括创新思维)进行价值评价。 

全书共分为九章，即第一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创新思维的内涵

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史上的伟大创造，揭示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创造性思维特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是创新方法。

第二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论的主要内容，分别从人类思维发展史、

社会大生产活动、主体创造活动三个视角考察了创新思维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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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观以及本质观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思

维活动是创造活动的主导部分、是主体创造能力的源泉，是人类一切思维

活动中占第一位的、最高层次的活动。并总结出创新思维具有新颖性、全

脑性、综合性、选择性、类比性、突发性、全功态性、审美性八大特征，

分析概括出创新思维的本质涵义。第四章提出了创新思维不仅是多种思维

形式与方法的综合体，更是一个由多种思维形式与方法参与的过程。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观，揭示创新思维由新颖性思维、全脑性思维、综

合性思维、选择性思维、类比性思维、突发性思维、全功态性思维、审美

思维等八组思维形式构成，提出了创新思维新的结构模型，并按照从外到

内的逻辑层次对其进行了解析。第五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观，揭

示创新思维的主体具有属人性、后天性、创造性的特点，主体的创造性人

格对创新思维活动起着导向的作用。通过典型案例方法，研究一百多位古

今中外的杰出创造性人才，概括出创造性主体具有的 13 种创造性人格素质。

第六章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律观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规律、

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的观点进行阐析，并从这些规律观来揭示创新思维的

一般规律，认为创新活动(包括创新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是：系统综合创新

规律、最优选择创新规律、交流激励创新规律。强调发现和运用创新思维

规律，有助于人类更自觉、更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第七章以马克

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研究社会发展中人的创新思维问题，

提出应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观，学习和应用创新思维方法。并结合

我国当前的实际提出四种主要的创新思维方法：“两面神”创新方法；系

统综合创新方法；最佳选择创新方法；交流激励创新方法，并分别运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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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案例加以论证。第八章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的高度，探讨创新思

维的价值以及评价标准。提出主体的一般创新活动(包括创新思维活动)应有

一般性价值评价标准，各领城的创新活动即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学发

现、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教育创新、审美创新活动(包括创新思维活动)，

各自具有特殊性价值评价标准。只有在把握一般性价值评价标准的基础上，

善于把握各类特殊性价值评价标准，才能作出科学的价值评价。第九章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观为指导，运用创造学的基本原理和创新思维方法，

以 70 多年来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经验及世界和平与发展新时

代的实际为基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揭示了中

国改革开放整体创新的基本规律：即在社会各大发展阶段，坚持解放思想，

问题引导促创新规律；在社会各大关系中，坚持交流合作，协调综合促创

新规律；在社会各大领域中，坚持一主多样，统揽全局促创新规律。在此

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各领域创新规律即：经济建设领域的市场化举措

促创新规律、文化建设领域的中国化举措促创新规律、社会建设领域的和

谐化举措促创新规律、生态建设领域的绿色化举措促创新规律、党的建设

领域的先进化举措促创新规律作了概括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