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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
——— “第十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综述

朱雪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９—１０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ꎬ 联合主办的 “第十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在南

开大学召开ꎬ 论坛主题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ꎮ ９０ 多位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负责人以及

«马克思主义研究» «教学与研究»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 等重要学术期

刊与相关出版社代表参加了论坛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院长辛向阳ꎬ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中ꎬ

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ꎬ 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牛文利主持ꎮ 南开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南开大学终身教授王伟光ꎬ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副校 (院) 长李毅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报告ꎬ 主旨报告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主持ꎮ 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

究部副主任杨静主持ꎬ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付洪作大会总结ꎮ
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种双向互动的联系ꎬ 这种双向互动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中国化与时代化ꎬ 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指导下为人

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ꎮ
王伟光强调ꎬ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创新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ꎬ 要深刻认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和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 概念的科学内涵ꎬ 在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奋斗的

四个历史时期及其解决的四大主题的基础上ꎬ 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

辩证关系ꎬ 旗帜鲜明地捍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ꎮ
李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何而来、 意蕴如何以及向何处去三大问题ꎬ 从多维视角揭示中国

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ꎮ 他强调ꎬ 要把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起来认识ꎻ 中国式现代化是秉承人类发展大道的必然选择ꎬ 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是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ꎮ
２. 以唯物史观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意蕴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维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景图谱ꎬ 才能揭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的一般规律ꎬ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２１ 世纪的创新发展ꎮ
辛向阳指出ꎬ 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ꎬ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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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ꎬ 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与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的磅礴伟力ꎮ
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郇庆治指出ꎬ 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研究ꎬ 离

不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阐释ꎬ 需要从学理上解析促进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ꎮ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王易指出ꎬ 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

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ꎬ 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融入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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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五

个特征ꎬ 多角度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图景ꎬ 阐明其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和对开创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贡献ꎮ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南开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新生提出ꎬ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探讨三大问题: 为什么是现代化? 为什么是中

国式现代化? 为什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刘凤义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ꎬ 不仅体现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ꎬ 也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 同时也代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方向ꎬ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３.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ꎮ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吴宏政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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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关系ꎮ 东

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史巍立足财富观、 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柴艳萍立足

文明观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明意蕴ꎮ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琳琼、 山东农

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内在联系ꎮ 暨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魏传光、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任映红分别从公平正义维度和人类生

存发展维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ꎮ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

琳、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立洲从文化角度

分析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联系ꎮ
４. 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坚持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ꎬ 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ꎮ 南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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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生升指出ꎬ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殊性质才能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ꎮ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蔡文成从治理和现代化、 民主和现代化、 全

过程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三方面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唐皇凤强调将中国式现代化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定位和把握ꎮ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代玉启、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丰强调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议题ꎮ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秦法、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立法、 山西科技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负责人原魁社、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蒋占峰、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魏志奇分别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五维向度、 六个特征、 三重价值逻辑、 革命维度、 标识性

概念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ꎮ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史小宁、 赣南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贺新春从文化与文明角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ꎮ 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肖述剑、 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书记龚超强调了 “第二个结合” 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ꎮ
５. 中国式现代化与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ꎬ 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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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 要厘清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原因、 主要目标、 时代要求等重大问题ꎮ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ꎮ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傅慧芳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视角ꎮ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吴怀友从文本建构、 学理建构、 概念建构三重维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展开分析ꎮ 四川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洪松、 扬州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世谊从党的领导

与建设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ꎮ 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杨

书文、 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梁严冰、 井冈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肖发生、 温州理

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院长孙武安、 天津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沈元军分别立足党的

创新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井冈山道路、 革命、 建设与改革以及系统观念等视角来分析为什么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ꎮ
６.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ꎬ 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不竭源泉ꎮ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刘吕红强调ꎬ 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ꎮ 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 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孙秀玲从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视角分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

径ꎮ 南昌大学副校长陈始发、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晖、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柴勇、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于希勇围绕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探讨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ꎮ 赣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邱小云强调ꎬ 红色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旗帜、
精神标识与价值魂脉ꎮ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力波围绕 “第二个结合” 与思想解放的

关系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张建刚论述了科技革

命视阈下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ꎮ 湖南科技大学社科联副主席罗建文、 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宁琳琳、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安巧珍、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李进诚分别从治理体系的秩序建构问题、 生态观问题、 “大思政课” 建设问题、 马克

思主义学院建设问题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ꎮ
７. 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ꎮ 北京大学中共

党史研究中心主任程美东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争夺国际话语权ꎬ 要向世界阐明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和平发展进程的伟大贡献ꎬ 使世界各国人民认识现代化进程的多元性ꎮ 中国政

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邰丽华指出ꎬ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对外转嫁危机的方式和程度前所未有ꎬ 以科技创新为龙头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

要问题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智、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谢俊分别

就社会革命问题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讨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ꎮ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杨增岽、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韵曦分别从经典作家论述现

代化的典型个案和两制视野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ꎮ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陈位志、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金国峰分别从社会建设话语的现代化建构和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视角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ꎮ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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