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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也是越南、 老挝革新融入 32 周年。 为了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

院同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的学术交流合作协议》 重要部署, 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实践经

验, 加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认识, 2018 年 11 月 1 日, 在中国北京举行了主题为 “改革开放与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冶 的国际研讨会。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主办,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 越共中央党校、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人民日报社等国内外几十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媒体的近百名专家学

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与会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与越南、 老挝革新的成就和经验, 共同展望 21 世纪

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等主题展开了研讨。

一、 正确总结、 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越南的革新融入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越南、 老挝社会主义革新 32 年, 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

成就, 积累了很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经验, 开辟了 21 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1.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和变革创新, 才能

契合历史前进的逻辑, 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副书记王京清指出, 改

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以来, 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奋斗, 我国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取得重大成就, 我国的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 党的面貌、 人民军队的

面貌、 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巨大转变。 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使得久经磨

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由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2.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模式要适应各国具体国情

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 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和改革模式。 越南

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范文德教授指出, 在世界上有两种社会发展模式: 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

模式。 资本主义模式包括传统欧洲资本主义模式、 美国自由市场模式、 日本政府主导模式以及东亚

模式等, 而社会主义模式包含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等。 越南

通过全面革新, 逐步完善了以社会主义阶段性确定目标、 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改革模式

有两个阶段: 毛泽东阶段和改革开放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证明了中国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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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者准确评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和改革成就。 中国、 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都牢牢

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立足本国具体国情, 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实际、 民族文化、 历史

特点结合起来, 探索出适合各国发展的改革道路, 开辟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模式, 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智慧方案和经验参照。

二、 中国、 越南、 老挝改革的基本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和越南、 老挝的革新融入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 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改革经验,
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方法指导和经验启示。

1. 中国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和思想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金民卿研究员指出, 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九大鲜明特征:
有主义的改革开放,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反对修正主义; 有领导的改革开放, 始终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有目标的改革开放, 把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革

开放的目标; 有主体的改革开放, 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民, 改革的出发点是中国具体实际; 有深度

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 有胸怀的改革开放, 要

科学把握时代特征、 世界格局, 充分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有步骤的改革开放, 坚持循序渐进的

改革而不是断崖式的改革, 采取逐步推进的方法; 有勇气的改革开放, 改革作为一项全新的探索性

的事业, 必然会发生一些失误, 关键时刻要及时纠正错误; 有底线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决不能突

破政治底线、 国家利益底线、 人民利益底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指出, 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取得重大经济成就的 “第一个

奇迹冶,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国

取得更大经济成就的 “第二大奇迹冶。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指引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陈志刚研究员指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 文化自信, 反对西方的制度陷阱, 这是改革开放

成功的重要经验。
2. 越南、 老挝革新融入的经验概括

越共中央党校原校长、 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黎有义教授指出, 越南革新的基本经验是: 始终贯

彻 “以人为本冶 的路线政策, 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紧贴实践, 尊重规律, 重视实践总结和理

论研究; 独立自主地融入国际社会; 加强党的建设和整顿, 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所长阮才东指出, 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民的社会地位得到法

律的确认和保障, 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改善和提升。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印度与西南亚

研究所所长阮春忠指出, 越南融入国际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开放对外关系多样化阶段, 推动融入

国际经济阶段, 主动、 积极融入国际阶段。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宋吉·苏格萨瓦指出, 老挝革新以来, 坚持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

经济, 经济稳定增长,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
通过上述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改革开放是当

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是中国发展进步、 实现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革新融入

是越南、 老挝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 越、 老三国改革的共性特征是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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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原则, 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 但是, 由于各国的国情、 历史文化、
民族特点不同, 各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一些个性特点, 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突出; 越南注重社

会主义民主问题, 关注党内民主、 以人为本问题; 老挝人民党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政策, 发展社会主

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三、 中国、 越南、 老挝改革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

中国、 越南、 老挝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创立了新的社会主义改革模式, 解决了重大的理论和

实践问题, 各国形成了具有自己理论特点的思想体系, 有助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1.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

王京清指出, 中国、 越南、 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 正确处理矛盾普遍

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创造出各自的理论。 在俄

国有列宁主义, 在中国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越南有胡志明思想, 在古巴有马蒂-卡斯特罗思想, 在朝鲜有金

日成-金正日主义, 在老挝有凯山·丰威汉思想。 实践没有止境, 理论创新没有止境, 世界每时每

刻都在发生变化, 理论必须跟上时代, 才能推动制度创新、 理论创新、 文化创新, 不断开辟 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潘金娥研究员指出, 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

道路和方向, 导致国家解体, 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而中国、 越南、 老挝、 朝鲜、 古巴

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渐进式改革,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方向, 根

据本国国情对原有机制和发展路径进行调整, 在经济体制、 政治变革、 理论创新上, 各国都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 形成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2.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和发展前景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党委书记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

长) 姜辉研究员指出, 改革和革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 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

力,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成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金融危机、 逆全球化潮流中, 中国高扬起经济全球化的旗帜, 走出社会主义的低谷, 为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而长期努力。 当前,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谋求振兴的新阶段, 中国、 越

南、 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改革创新道路, 以实际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其他与会者认为, 改革开放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主线, 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大潮的引领者,

中国坚守改革开放的道路, 无疑坚定了越南、 老挝、 古巴、 朝鲜的社会主义信念, 不断壮大世界社

会主义力量, 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 但是, 中国、 越南、 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依然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坚

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没有终结, 社会主义还有光明的前景。
以上学者全面论述了改革开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过

程中, 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 提出适合本国实际的思想理论,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不断推

进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代中, 中国、 越南、 老挝等社

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开辟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之路, 以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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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

四、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异同和经验互鉴

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性的历史过程, 而不是孤立的区域性运动。 社会主义国家在强调自身特色

的同时, 还要形成国际性的互鉴, 才能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迈向新胜利。
1. 中国改革开放和越南、 老挝革新融入的异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赵智奎研究员比较了中国改革开放和越南革新的异同, 探讨

两国改革开放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他指出, 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越南走定向社会主义道

路, 中越两国都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杜进森教授指出, 中国改革开放对越南革新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经验。 第一, 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 同时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变; 第二, 坚持以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为改革评价标准, 同时激励和尊重社会创新; 第三, 正确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改革、
发展、 稳定的关系。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方习·老冯指出,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创造了政治进步、
经济繁荣、 社会和谐的新形象; 越南在全面革新时期, 社会主义集权国家模式转向社会主义法权国

家模式; 老挝坚持定向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 鼓励和发展多种成分经济, 并

且要吸收中国、 越南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 以加强自己的理论与实践。
2.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经验启示

金民卿指出,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 把改革开放

纳入世界社会主义的视野中, 不能离开世界而故步自封、 自我欣赏, 必须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增强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的信心, 增强我们进一步工作的动力。

与会学者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和越南、 老挝革新融入分别具有各自的特色, 各国在改革开放过

程中, 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把握社会主义的大方向, 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

革道路, 各国改革开放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探寻各国改革中存在的优势和短板, 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汲取、 借鉴各国改革

的成功经验, 才能不断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共产主义信念, 不断增强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信、 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 文化自信。
本次国际研讨会, 通过各国学者共同探讨各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与会学者对社

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 并形成普遍的改革共识: 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必须结合本

国具体国情, 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形成本国特色的改革模式;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

放一定要形成国际性互鉴, 汲取各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才能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蓬勃发展;
三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需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指导思想, 才能不断推进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

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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