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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 “第十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综述

韦洪发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吉林大学主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和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和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编辑部协办的

“第十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在线上举行ꎬ 论坛主题为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ꎮ 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喜平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党委书记辛向阳ꎬ 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立新ꎬ 吉林省教育工委副书记、 教育厅厅长张洪彬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颖分别作开幕式致辞ꎬ 开幕式由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宏政主持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８０ 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权威专家和院长参加本次论坛ꎮ 会议围绕以下议题进行了研讨ꎮ
１.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当代推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ꎬ 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ꎬ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围绕这一中心

任务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本质要求与战略安排ꎬ 与会专家学者展开热烈讨论ꎮ
辛向阳指出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 党的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

正确方向ꎬ 确保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ꎬ 保证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道路

的正确方向ꎬ 确保了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一级教授韩庆祥认为ꎬ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ꎬ 需要把

握四重逻辑ꎬ 即政治逻辑、 现实逻辑、 哲学逻辑和理论逻辑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

认为ꎬ 西方现代化围绕资本逻辑、 形而上学和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展开ꎬ 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

的把握应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对这一基本架构的整体超越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提出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先进性、 独立性、 阶级广泛性、 开

放性特征ꎬ 引领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杨晓慧认为ꎬ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放在强国目标体系的首要位置ꎬ 因

为教育强国在整个强国目标中具有基础性、 先导性和战略性地位ꎮ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

同舫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ꎬ 共同富裕的主体一方面是人民群众ꎬ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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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社会ꎬ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ꎮ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凤义认为ꎬ 我国高

质量发展充分利用了先进生产力ꎬ 更多更好地满足了人民需求ꎬ 并实现了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

等环节的顺利循环和周转ꎬ 实现了供求动态平衡ꎮ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强调ꎬ 中国

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方式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助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其内在本质ꎬ
以自身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ꎮ

２. 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历史性成就的世界历史意义

与会专家学者广泛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及新时代历史性成就的世界历史意义ꎬ 从世界历史和人类

文明新形态高度研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之维ꎮ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提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有三个参照系: 与西方现代化相比ꎬ

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ꎻ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ꎬ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ꎻ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相比ꎬ 是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朱安东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ꎬ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

一种理念、 道路和模式ꎬ 其巨大成就为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空间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李楠认为ꎬ 应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

代化ꎬ 即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成就为现实依据ꎬ 从宏观、 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进行

具体阐释ꎬ 坚持鲜明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原则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佘双好探讨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精神因素ꎬ 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物质充足的现代化ꎬ 也是精神丰富和富有的现代化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罗永宽认为ꎬ 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构成了开启新征程的全新

历史条件ꎬ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坚实政治基础、 理论基础、 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ꎮ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蔡文成认为ꎬ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ꎬ 全面性是我国社会

主义民主实践的标志性特征ꎬ 制度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突出特征ꎬ 效能性和有效性是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重要特征ꎮ
３.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ꎬ 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和方法来源ꎮ 武汉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这种结合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ꎮ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孙熙国强调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观方法论层面作出了原创性贡献ꎬ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 “六个必须坚持”
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ꎮ 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认为ꎬ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是我们认识世界、 探讨问题的共同语

言ꎮ 要科学、 准确、 全面地把握这一世界观方法论的内涵ꎬ 将 “六个必须坚持” 作整体化理解ꎮ 南

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提出ꎬ 要深刻领会 “六个必须坚持” 的内在逻辑和重大意

义ꎬ 必须把握 “六个必须坚持” 的相互界定问题ꎬ 既要注重每个方面的具体要求ꎬ 又要从整体上进

行理解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建军认为ꎬ 新时代理论创新有一种规律性现象即一分为二

现象ꎬ 如从 “一个结合” 到 “两个结合”ꎬ 从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到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

思主义行”ꎮ 这一规律性现象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的逐渐深入ꎬ 也表明党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实践支

撑ꎮ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树荫认为ꎬ 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ꎬ 需

要处理好阶段性、 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关系ꎬ 在党的初心使命、 党的奋斗历程和党的理论探索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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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 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ꎮ 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刘志明指出ꎬ “两个确立” 对新时代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 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ꎮ 唯物史观是其根本理论依据ꎬ 马克思主义

建党学说是其直接依据ꎬ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是其重要理论基础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论述了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的基本逻辑ꎬ 认

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真理性是其逻辑前提ꎬ 中国共产党具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能力是其核

心驱动ꎬ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有力证明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指出ꎬ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ꎬ 是因为其站在人类道

义和认识的制高点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 自然界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ꎬ 站在人民立场上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ꎬ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和时代性ꎮ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钟明华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首次从指导思想高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ꎬ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ꎮ 中

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王易认为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

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的重要体现ꎬ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ꎮ 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潜涛指出ꎬ 中华民族拥有 “人心和善” 的道德观ꎬ 这一道德观彰显着中国

人道德观的风格和气派ꎬ 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道义力量ꎮ
４.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ꎬ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ꎬ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指出ꎬ 应该深刻认识新时代在党史上的里程碑意

义ꎮ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实践ꎬ 党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

命ꎬ 党的自我革命是应对长期执政挑战的有力武器ꎮ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润枝指出ꎬ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ꎬ 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大党独有优势破解大党独有难题ꎬ 回答中国

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副主任戴立兴认为ꎬ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的创新之处ꎬ 一是强调必须坚

持和加强党的领导ꎬ 强调党要管党ꎬ 全面从严治党ꎻ 二是提出党领导一切ꎻ 三是提出坚持党中央的

集中统一领导ꎬ 坚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ꎮ
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院长冯刚认为ꎬ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ꎬ 应注

重意识形态工作ꎬ 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ꎮ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主张ꎬ “胸怀天下”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心使命ꎬ 坚

持 “胸怀天下” 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宝贵经验ꎬ 是新时代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

重要途径ꎮ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主任李建国认为ꎬ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 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至上理念ꎬ 都是党的理论创新坚守人民立场的范例ꎬ 党的二十

大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更是鲜明体现了党对人民立场的坚守ꎮ
会议闭幕式由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石瑛主持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

院长林建华作大会总结ꎮ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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