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磅礴伟力

———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价值

与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学术会议” 综述

刘有升

为加强中国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交流ꎬ 促进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政党及学者加深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了解和认识ꎬ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福州大学联合主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理论思潮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部、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福州大学研究基地和福州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编辑部等协办的 “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创新性价值与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学术会议” 在福州召开ꎮ
福州大学党委书记陈国龙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院长辛向阳出席开幕

式并先后致辞ꎮ 福州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郭文忠主持开幕式ꎮ 陈国龙指出ꎬ 此次会议是一个汇集

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与前景的重要交流平

台ꎮ 以此为契机ꎬ 充分利用这个平台ꎬ 国内外理论界将加强对话交流ꎬ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ꎻ
实现经验共享ꎬ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 深刻互动ꎮ 辛向阳表示ꎬ 世界各

国的共产党组织、 马克思主义者、 左翼进步人士与中国学者围绕议题深入交流和探讨ꎬ 能够促进不

同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之间的沟通、 交流和协作ꎬ 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贡献力量ꎬ
为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ꎮ

１. 读懂中国式现代化ꎬ 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ꎬ “读懂中国ꎬ 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已经成为广泛共识ꎮ 这意味着既要从世界的视

阈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创新ꎬ 也要从中国的视角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ꎮ 与会专家学

者放眼世界、 植根中国ꎬ 就 “如何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作了广泛交流与探讨ꎮ 放眼世界ꎬ 应以更高

站位、 更广视野、 更远眼光看待中国式现代化ꎮ 辛向阳立足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两步

走” 的战略安排ꎬ 深入解读了中国式现代化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目标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ꎮ ２０３５ 年目

标破解了所谓的 “现代性意味着稳定、 而现代化意味着动荡” 的 “亨廷顿悖论”ꎻ 打破了少数西方

国家占据国际经济贸易制高点ꎬ 用高端制造、 高端技术榨取发展中国家经济血液的局面ꎮ 实现 ２０５０
年奋斗目标的道路ꎬ 是一条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ꎬ 是一条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的道路ꎬ 是

一条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的道路ꎮ 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 市场、 工业等多领域创造了新文明ꎮ 越南

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新闻宣传学院哲学系主任阮明环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开放的视野格局ꎬ 认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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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现代化不是动不动就制裁他国ꎬ 欺凌、 霸凌他国ꎬ 封闭、 排他的现代化ꎬ 而是欢迎各国 “搭便

车”ꎬ 邀请各国共同发展ꎬ 实现合作共赢、 红利共享的现代化ꎮ 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开放包容之道ꎬ
体现了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ꎮ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吕进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世界意义ꎬ 认为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新型模式ꎬ 丰富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理论ꎬ 焕发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蓬勃生机ꎬ 推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ꎮ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新刚聚焦资本

虚拟化这一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有难题ꎬ 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对此问题的理论回答和实践方案

具有世界价值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 通过改变经济属性ꎬ 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ꎬ 使得资本循环

畅通ꎬ 这不仅解决了资本虚拟化问题ꎬ 也解决了全球资本的有效循环问题ꎬ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良好的方向发展ꎮ
立足中国ꎬ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准确理解 “第二个结合” 的多重意蕴ꎬ 无疑是应予以攻

克的时代课题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座教授左亚文着眼于内

外两个维度ꎬ 就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在结合、 内在结合以及相互建构作了阐述ꎮ 他

认为ꎬ 以原理加原文、 观点加故事、 “让马克思说话” 为表现形式的外在结合是过渡到内在结合的

必要阶段ꎮ 只有从外在结合过渡到内在结合ꎬ 实现相互交感、 相互成就、 相互补充的内在结合ꎬ 双

向反思、 双向吸收、 双向创建的相互建构ꎬ 才是实现真正结合ꎮ
２.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习近平外交思想系统回答 “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的时代之问ꎬ 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共建 “一带一路” 等答案ꎬ 为回应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福建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郑传芳指出ꎬ 习近平外

交思想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机遇ꎬ 同时也为世界

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当代外交政策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ꎬ 是本次论坛研讨的焦点

之一ꎮ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洋表示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

赞扬的同时ꎬ 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少误解与偏见ꎮ 切实提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力、 实践

感召力、 传播影响力、 监控反应力ꎬ 做到话语的言之有理、 言之有物、 言之有情与言之有力ꎬ 才能

有效破解误解和偏见ꎬ 有力回应西方的污名化挑战ꎮ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将共建 “一带一路” 作为其实践平台ꎮ 英国 “社会主义中国之

友” 网站联合编辑基思贝内特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ꎬ 分析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思想和

实践基础ꎬ 认为其不仅建立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继承之上ꎬ 更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中国外交史ꎬ 建立在

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立场和实践之上ꎮ 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苏和平从

“一带一路” 倡议与老挝 “陆锁国” 变 “陆联国” 战略对接的重要项目中老铁路切入ꎬ 指出随着这

些重要基础设施的完善ꎬ 两国在交通、 物流、 能源、 农业、 金融、 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将深入发

展ꎮ 黎巴嫩共产党中央委员阿德汉赛义德表示ꎬ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例的一系列中国式现代化

实践与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那套以我为主、 零和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ꎬ 反映了中国对人类面

临的时代挑战和危机的回应ꎮ 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ꎬ 与世界各国拓

展共同发展机遇ꎬ 这将为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注入更多能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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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把握世界局势ꎬ 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作出新贡献

眼下ꎬ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ꎬ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展开ꎮ 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罗莎娜康布隆认为ꎬ 变局之下世界政党出现新的发展趋势ꎮ 在资本

主义国家ꎬ 极右翼或极左翼政治力量影响不断扩大ꎮ 极右翼在意大利、 法国、 瑞典、 刚果以及阿根

廷的获胜令人担忧ꎬ 但左翼在墨西哥、 哥伦比亚、 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取得的巨大进步令人欣慰ꎮ
尼泊尔共产党 (联合马列) 中央委员比什努里贾尔提出ꎬ 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ꎬ 资本主义呈

现出残酷的延伸形态ꎮ 恐怖主义、 武装袭击、 空袭、 侵占、 残忍和不人道的事件越来越多ꎬ 巴以冲

突、 俄乌冲突等事件都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ꎮ 这些都迫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世界形势ꎬ
积极应对世界政治ꎮ 加纳社会主义运动阿克拉地区召集人布莱斯图罗基于人民的阶级斗争观ꎬ 认

为当前阶级斗争有着复杂的演变形势ꎬ 它超越了传统的劳资纠纷ꎬ 涵盖了环境、 种族、 性别以及国

家主权、 教育、 医疗等问题ꎮ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ꎬ 阶级斗争不仅局限于工厂和田野ꎬ 还渗透到了社

会的方方面面ꎮ
世界变幻莫测ꎬ 政治、 经济、 环境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愈发复杂ꎬ 了解国际形势、 应对共同挑战ꎬ

已经刻不容缓ꎮ 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中心) 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德拉库马尔卡尔基指出ꎬ 在

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斗争中ꎬ 至关重要的是培养人们的新价值观ꎮ 政治斗争和经济发展只有在新价值

体系和平等主义思想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并持续发展下去ꎮ 西班牙共产党学者、 西安交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戴维福恩特阿德里安认为ꎬ 部分国家的进步青年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深

刻问题ꎬ 因此ꎬ 在这一背景之下ꎬ 让马克思主义走进青年尤为重要ꎬ 要组织知识分子在工人、 青年

群体中充分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ꎬ 通过系统而持之以恒的努力ꎬ 为他们播下伟大的种子ꎮ
另外ꎬ 多国学者和专家已经看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实力与担当ꎮ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詹志华指出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愈发显著、 资本主义制度弊端愈发凸显、 “人类向何处

去” 引发世界治理的制度反思愈发紧迫的动因之下ꎬ 广大国外学者看到了中国制度优势的属性、 特

征和价值所在ꎮ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 «远东问题» 杂志主编

安弗维诺格拉多夫表示ꎬ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ꎬ 中华文明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稳定的社会体

系之一ꎮ 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ꎬ 中国证明了最优越的社会体系并不是拥有最高的物质文化成就ꎬ
而是拥有更好的组织能力和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ꎮ 德国 «柏林报» 董事长霍尔格弗里德里希表

示ꎬ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ꎬ 中国对国际社会都应承担更大责任ꎮ 在政治上ꎬ 要缓和地缘政治变化ꎬ
始终注重平衡立场ꎻ 在经济上ꎬ 要创造公平、 平等的经济竞争规则ꎮ 总之ꎬ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ꎬ
中国始终是全球安全稳定的确定性力量ꎬ 将致力于携手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ꎬ 为应对共同挑战作出

新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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