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 “全面深化改革与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

吴　 茜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ꎬ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 “全面深化改革与 ２１ 世纪马克

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厦门大学召开ꎮ 本次会议由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厦门大学联合主办ꎮ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主席张彦、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罗文东、 厦门大学校长张宗益出席会议并

作大会致辞ꎮ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林蔚芬主持开幕式ꎮ 来自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 古巴、 巴西、 斯里兰卡等 １４ 个国家的 ２４ 位共产党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左翼社会活

动家ꎬ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天津大学、 厦门大学等国内 ２０
余家高校、 科研院所和期刊报纸的 ７０ 多位专家学者和嘉宾参会ꎮ 与会专家主要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与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 全球格局演变中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担

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四个方面进行研讨ꎬ 取得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ꎮ
１. 全面深化改革与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在大会主旨演讲中ꎬ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阿尔贝托隆巴尔多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Ｌｏｍｂａｒｄｏ) 认为ꎬ 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体现在: 一是将中央主导的计划编制与通过市场优化的资源

配置系统地结合起来ꎬ 科学的宏观调控、 有效的政府治理成为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

在要求ꎻ 二是 “第二个结合” 开启了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ꎬ 并有力地推动了道路、 理论和制度的创

新ꎮ 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维诺德穆尼辛格 (Ｖｉｎｏｄ Ｍｏｏｎｅｓｉｎｇｈｅ) 指出ꎬ 中国走

的是一条独立自主的改革道路: 在经济改革上ꎬ 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旨在重新分配财富、 改善社

会保障、 扩大教育和医疗保健获取途径的措施ꎻ 在政治改革上ꎬ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改善治理

和推动法治ꎻ 在社会改革上ꎬ 偏重于解决不平等、 贫困等问题ꎻ 在生态改革上ꎬ 建立了环境可持续

发展 “生态文明” 模式ꎮ 巴西声援人民和争取和平中心主席、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及中央政

治局委员若泽雷纳尔多卡瓦略 (Ｊｏｓé Ｒｅｉｎａｌｄｏ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认为ꎬ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ꎬ 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ꎮ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拉丁美洲中心主任及巴西中巴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国际关

系部主任罗德里戈莫拉 (Ｒｏｄｒｉｇｏ Ｍｏｕｒａ) 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改革在减贫领域取得了

非凡成就ꎬ 并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构建 “一带一路” 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方面作出贡献ꎮ
张彦强调ꎬ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ꎬ 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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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ꎬ 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实践观、 矛盾观、 发展观的集中体现ꎬ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的

实践成果ꎮ 罗文东指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

思主义ꎮ 在其指引下ꎬ 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ꎬ 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

生机ꎬ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ꎮ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教授认为ꎬ 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方法论ꎬ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创造性运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要着

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 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 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 党的建

设的突出问题、 各领域的风险问题ꎻ 二是要循序渐进推进改革ꎬ 既要治标ꎬ 更要治本ꎬ 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 由末到本ꎻ 三是要分轻重缓急ꎬ 扭住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这个要害ꎮ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宋进教授认为ꎬ 坚持问题导向需要系统地回答三个问题: 一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二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怎

样才能实现现代化ꎬ 三是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ꎮ
２.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辨析

从经济层面看ꎬ 芬兰共产党总书记蒂娜桑德伯格 (Ｔｉｉｎａ Ｓａｎｄｂｅｒｇ) 指出ꎬ «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这种结构清晰的行动纲领ꎬ 加上成功的政治选择和

正确的分析ꎬ 是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具体现实的关键因素ꎮ 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李

永杰教授指出ꎬ 阻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全国统

一大市场还存在诸多卡点堵点ꎬ 影响要素畅通流动ꎻ 二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还不健全不完善ꎻ
三是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ꎬ 这就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ꎮ

从政治发展看ꎬ 乌拉圭共产党总书记高级顾问、 乌拉圭共产党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莱昂纳多
巴塔亚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Ｂａｔａｌｌａ) 对西方国家的程序民主和形式民主进行批判ꎬ 提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全

过程人民民主与乌拉圭共产党倡导的 “先进的民主” 都是体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权益、 激发人民

创造活力的真正彻底的民主ꎮ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肖贵

清教授深入讨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制度体系: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的

制度体系ꎻ 二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ꎬ 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ꎻ 三是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体系ꎻ 四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体系ꎻ 五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

体系ꎻ 等等ꎮ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认为ꎬ 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都经历

过从依附－模仿向自主－模仿的转型ꎬ 但自五四运动以来ꎬ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开始转变为一个自内向

外、 自下而上的自主内生型发展阶段ꎮ
从价值旨归看ꎬ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教授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根本的出

发点和归宿: 一是必须坚持改革为了人民ꎬ 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ꎻ 二是必须坚持

改革依靠人民ꎬ 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ꎻ 三是必须坚持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ꎬ 把为

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ꎮ
此外ꎬ 厦门大学党委党校副校长张艳涛教授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破解了 “现代化与国家独

立性之间的悖论” “亨廷顿悖论” “国强必霸悖论” “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悖论” “共同体团结悖论”
五大现代化悖论ꎮ 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马克思主义学院潘玉腾教授则提出了将 “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 作为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的重要举措ꎮ
３. 全球格局演变中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担当

古巴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阿尔弗雷多加西亚希梅内斯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Ｇａｒｃíａ Ｊｉｍéｎｅｚ)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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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 随着全球霸权秩序变革中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ꎬ 中国基于 “和合文化” 和 “天下观” 的智

慧ꎬ 作为负责任的全球行为主体ꎬ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ꎮ 德国席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

芬奥盛库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Ｏｓｓｅｎｋｏｐｐ) 认为ꎬ 多极化时代ꎬ 全球大多数国家反对为维持跨大西洋经济金

融军事霸权而发动的新一轮世界战争ꎬ 中国在国际合作与和平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ꎮ 玛丽亚达基

金会主席、 尼泊尔全国自由学生联盟副主席玛丽亚达比什特 (Ｍａｒｙａｄａ Ｂｉｓｈｔ) 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加强国际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主张ꎮ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 瑞士联邦提契诺州议会议员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ｉａｎｏ Ａｙ) 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大多数左翼政党不同之处在于ꎬ 它不断尝试新的道路ꎬ 同时还证明自己对世界的

责任感和领导力ꎮ 当今世界上许多共产党人仍然缺乏解读不断变化的现实并随之调整政党理论的能

力ꎬ 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进行自我革新和创新多极化世界下的党的政治纲领ꎬ 增强工人参

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性ꎮ
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 欧洲左翼党副主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 (Ｊｏｓé Ｌｕｉｓ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 认为ꎬ 中

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相结合ꎬ 使中国共产党获得双重合法性ꎮ 中国共

产党利用古代民本思想来发展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民幸福为主要目标的现代社会ꎻ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将利润分配给人民ꎬ 而不是让少数人占有ꎮ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思想道德建设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冯刚教授认为ꎬ 文化层面的守正创新ꎬ “守” 的是本民族的文化根脉ꎬ “创” 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新样态ꎮ 只有文化不断创新ꎬ 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得到持续的精神动力与生长环境ꎬ 不断向前推

进ꎮ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邢云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来源不

同的文化能够相互契合的原因: 这种契合来源于人类文明根本问题的一致性ꎻ 马克思主义许多理念

本身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相关的ꎻ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的批判视角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

化的差异视角ꎬ 恰恰构成了它们能够在文化精神上相互契合的重要因素ꎮ 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兼常务副主任冯霞认为ꎬ 秉持开放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有三

个方面: 一是秉持开放包容推动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交流ꎬ 二是秉持开放包容学习借鉴人类

一切优秀文明成果ꎬ 三是在开放包容的文明交往中坚定文化自信、 巩固文化主体性ꎮ 中山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林进平教授认为ꎬ “两个结合”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思维方法ꎬ 是唯物辩证法

在中国的运用ꎬ 在新时代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方法论之钥”ꎮ
综上所述ꎬ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增进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实践经验的中外交流搭建了桥梁ꎬ 也为讲好中国故事ꎬ 传播好中国声音ꎬ 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

面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窗口ꎮ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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