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 “第十一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 综述

陈永盛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 由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主办的 “第十一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 在老挝万

象成功召开ꎮ 来自中国、 越南、 老挝、 古巴及朝鲜的百余位专家学者、 政府官员及外交使节ꎬ 围绕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和富有成效的讨论与交流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办

公厅副主任朋微盆言主持论坛开幕式ꎮ 老挝、 中国和越南三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分别

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ꎮ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党组书记、 院长孔桥赛松坎在致辞中指出ꎬ

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ꎬ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ꎬ 但老挝、 中国、 越南、 朝鲜和古巴依然坚持社会

主义方向发展社会经济ꎬ 并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优越性的理想社会制度ꎮ 这次论坛的研讨成果

对于老挝、 中国、 越南、 朝鲜和古巴确定党的方针政策ꎬ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陈志刚在致辞和主题报告中指出ꎬ 本次论坛以 “２１ 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 为主题ꎬ 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ꎮ 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ꎬ 本土化

才能落地生根ꎬ 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ꎮ 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艰辛探索和共同努力下ꎬ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新境界、 展现新气象ꎬ 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ꎮ 中共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ꎬ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ꎮ 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

展ꎬ 打破了 “现代化＝西方化” 的迷思ꎬ 破解了人与自然、 人与人、 人与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矛盾ꎬ
实现了和谐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追求ꎬ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谢明俊在致辞中指出ꎬ 当前ꎬ 面对气候变化、 武装冲突、 疾病传播、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全球性挑战ꎬ 亟须探索新的发展模式ꎬ 这不仅要关注短期利益ꎬ 更应注重可持

续的公平发展ꎮ 中国、 老挝和越南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显著进步ꎬ 尤其是在经济发展、 解决社会发

展问题以及改善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ꎬ 都清晰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

２１ 世纪的有效性与力量ꎮ
论坛开幕式后ꎬ ２０ 余位各国学者及官员围绕以下议题作了大会发言ꎬ 与会的各国学者对此进行

了热烈讨论ꎮ
１.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可持续发展理论

论坛第一阶段的议题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可持续发展理论”ꎮ 由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

社会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吴莎万、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皮永祥主持ꎬ
大会发言者结合各自的研究专长和各国具体实际ꎬ 对 “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与可

８４１



持续发展” 等问题作了精彩阐述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塔马来占塔孟坤指出ꎬ 老挝人民革命党不仅把

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老挝民族民主革命的实际中ꎬ 基于老挝实际国情ꎬ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ꎬ 制定了各个阶段的革命方针、 战略和策略ꎬ 使革命一步步取得胜利ꎻ 而且系统地运用到建设

和发展国家中ꎬ 使国家建设取得了许多伟大成就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陈俊峰指出ꎬ 越南共产党创造性地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运用到越南的具体发展实践中ꎬ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ꎬ 以人民幸福为最高目标ꎬ 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

展相结合ꎬ 同步完善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制度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王中保强调ꎬ 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ꎬ 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道翁戏码翁指出ꎬ 老挝人民革命党深知马克思主

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ꎬ 它改进和改变了新的领导计划ꎬ 以适应老挝社会时代的变化ꎮ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浩林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共同富裕是全领域、 全

方位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ꎬ 对其认识和评价应有客观理性的标准和科学的指标体系ꎬ 实现共同富裕

的方法论体现为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阮氏兰香指出ꎬ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中ꎬ 越南取得了

许多成就和发展经验ꎬ 同时在当前新形势下也面临诸多挑战ꎬ 寻找一条既能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又与

可持续和谐发展等世界目标相适应的发展道路ꎬ 是一个需要从理论和实践ꎬ 甚至从逻辑和历史层面

思考的问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彬彬指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

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宝贵成果ꎬ
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 建设、 改革过程中推动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ꎬ 是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入揭示ꎮ
２.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是本次论坛的第二个议题ꎮ 本阶段由老挝社会与经济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代所长布恩习普塔翁、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秦法主持ꎬ 七位发言人

围绕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和谐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基本经验与主要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社会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未来文蓬马占指出ꎬ 老挝正处于发展社会

主义新阶段ꎬ 这是老挝社会深刻改革的关键阶段ꎮ 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善人民民主制度ꎬ 创

造一切条件发展社会主义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武氏秋夏指出ꎬ 从宗教研究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ꎬ 越南

宗教界拥有巨大的资源ꎬ 在经济、 文化、 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为建设和谐可持续社会的事业作出

了积极贡献ꎮ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唐鸣认为ꎬ 基层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

实践ꎬ 特点突出、 优势明显ꎬ 主要表现为: 第一ꎬ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ꎻ 第二ꎬ 坚持人民当家作

主ꎻ 第三ꎬ 注重协商ꎻ 第四ꎬ 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ꎻ 第五ꎬ 广泛充分、 真实具体、 有效管用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万赛塞雅翁指出ꎬ 老挝以高度负责的态度ꎬ 利用

机遇和集体力量ꎬ 创造发展突破ꎬ 使经济平稳持续增长ꎬ 确保发展可持续ꎬ 显著缩小城乡发展差距ꎮ
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薛新国指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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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出了重大贡献ꎬ 并昭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民族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阮德雀认为ꎬ 调动一切资源参与社会政策实施ꎬ 不仅

有助于确保越南在转型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下实现综合发展ꎬ 而且有助于激发国内外主体积极参与

国家的建设发展ꎬ 有助于弘扬越南人民始终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一致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宝贵传统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夏一璞指出ꎬ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在 “人民”ꎬ 重点

在 “全”ꎬ 落实在 “过程”ꎮ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ꎬ 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ꎮ
３. 实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合作

论坛第三阶段的议题是 “实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合作”ꎮ 第三阶段由老挝社会与经济科

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代所长桥微吉凯康批团和陈俊峰主持ꎬ 发言人围绕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葛玛尼银塔翁指出ꎬ 老挝把发展合作作为社会发展

的重要战略举措ꎬ 让从城市到边远地区的各族人民生活更加富裕、 美好ꎬ 社会更加安全、 正义和平等ꎮ
皮永祥指出ꎬ 世界许多地区的不稳定局势以及许多经济体不断加快应用新技术 (工业革命 ４ ０

的成果) 的步伐ꎬ 对创新性发展提出了挑战ꎬ 要实现人民富强、 民主、 公平、 文明的目标ꎬ 就必须

加强经济、 政治、 文化特别是科技等各方面的国际合作ꎮ
徐秦法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 老挝人民革命党、 越南共产党之间通过党际交往ꎬ 可以有效化解分

歧ꎬ 不仅在国家关系中起到举旗定向的作用ꎬ 还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赛松盆哈万纳拉认为ꎬ 合作发展和谐、 可持续的文

化对于民族发展是重要和必要的ꎬ 是有革命道德、 有工作作风、 有生活方式、 能为社会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的人力资源的体现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贺钦指出ꎬ 中国、 越南、 老挝、 朝鲜和古巴五个社会

主义国家坚定探索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ꎬ 筑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保障ꎬ 不断取得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成就ꎬ 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特色和创新优势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展萨曼翁帕戏指出ꎬ 当前老挝要把国家建设得

富强起来ꎬ 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ꎬ 包括对外开放和经济合作ꎮ 通过这种方式利用世界先进的

技术和管理ꎬ 使老挝融入国际社会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永盛指出ꎬ 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的方式ꎬ 摆脱传

统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力发展路径ꎬ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ꎻ 新质生产力通过变革生产方式ꎬ 形成与

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ꎬ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ꎻ 新质生产力通过人才培育新模式ꎬ 形成新型劳动者ꎬ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ꎮ

论坛闭幕式由朋微盆言主持ꎬ 孔桥赛松坎、 陈志刚和谢明俊分别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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