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 “第十二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

暨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越南语版) 等系列新书发布会” 综述

袁　 群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 １７ 日ꎬ “第十二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暨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越
南语版) 等系列新书发布会” 在云南昆明举行ꎮ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云南

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主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研究部和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ꎮ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理工大

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山东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苏州大学、 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ꎬ 以及来自

意大利、 越南、 老挝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共 １００ 余人参会ꎬ 部分学者通过线上参会ꎮ 会议

期间ꎬ 与会学者围绕 “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ꎮ
在论坛开幕式上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委书记林建华、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周

学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于海青分别致辞ꎮ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袁群主持开幕式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原主任潘金娥和副主

任苑秀丽主持大会发言ꎮ 会上发布了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越南语版)ꎬ 以及 «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 (越南语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 (英
文版和意大利文版) 等新书ꎮ 来自中国、 越南、 意大利的专家学者及出版方代表ꎬ 在发言中高度肯

定了系列图书在国内外发行的重要意义和影响ꎮ
１.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ꎮ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ꎬ 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ꎬ 有助于我们

明晰前进方向ꎬ 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ꎮ
林建华在致辞中介绍了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书的主要内容ꎮ 该书系统地研究了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探索、 建立、 制度程序、 实现路径及其成效ꎮ 他指出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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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把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为改革部

署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ꎬ 意义重大而深远ꎮ 深入研究、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ꎬ 是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政治任务ꎬ 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政治任务、 理论任务、 学术任务ꎬ 要讲

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ꎬ 讲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故事ꎬ 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ꎬ
讲好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故事ꎬ 讲好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故事ꎬ 不负时代不负使命ꎮ

于海青在致辞中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阐述ꎮ 她指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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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会议ꎬ 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ꎬ 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ꎬ 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ꎬ 对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指出ꎬ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性规律和

客观机制作用下的一种历史趋势ꎬ 体现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ꎮ 中国式现代化对其他发展中国

家现代化具有五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一是要坚持人民至上ꎬ 二是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ꎬ 三是要树立守

正创新意识ꎬ 四是要保持奋发有为的姿态ꎬ 五是要弘扬一体化发展的精神、 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ꎮ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许宝友指出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向世界宣示ꎬ 中国坚定不

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ꎬ 将通过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ꎬ 以一系列决策部

署应对当前的风险与挑战ꎮ 中国的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ꎬ 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

新的前进方向ꎬ 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借鉴ꎮ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轩传树认为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ꎻ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ꎬ 更有基于自

己国情的中国特色ꎻ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ꎻ 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根本保障ꎮ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蒋锐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ꎬ 需要

靠党的统一战线来实现凝心聚力的作用ꎻ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ꎬ 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ꎻ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在经济制度上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现代化ꎬ 是建立在社会主义

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上的现代化ꎻ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
２. 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比较互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ꎬ 强调了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征程上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ꎮ 围绕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

进行比较研究ꎬ 交流互鉴ꎬ 有助于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以及各国民主政治实践贡献

新的智慧和力量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晶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

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ꎻ 人民当家作主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ꎬ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得通、
行得稳的关键ꎻ 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ꎮ

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新闻宣传学院哲学系主任、 越南政治理论出版社代表阮明环指出ꎬ 中

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ꎬ 向世界传递了新

时代中国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信号ꎮ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ꎬ 没有全

过程人民民主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ꎬ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ꎬ 是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的民主ꎮ

意大利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 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指出ꎬ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
展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ꎬ 帮助各国共产党认清全球发展的方向和

趋势、 理解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多样性与道路的曲折性ꎬ 明确自身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角色和

使命ꎬ 共同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复兴与发展ꎮ 各国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时ꎬ 应将马克思主义与

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ꎬ 既保持民族特性ꎬ 又融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洪流ꎮ
老挝国家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国际联络处副处长冯赛沙雅西从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初心、 建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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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权的历程、 通过修改完善宪法和法律实行民主、 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等层面阐释了老挝人民民主

制度的发展情况ꎬ 强调老挝人民民主制度是老挝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根本保障ꎮ
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外共产党新动态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ꎬ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新态势ꎬ 把握当前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和国外共产党新动态ꎬ 洞察时与势ꎬ 于变局中开新局ꎬ 有利于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ꎮ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余维海指出ꎬ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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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新矛盾与危机集中爆发ꎬ 催生了一种

激进化、 革命化、 反建制社会意识的转向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一些激进左翼力量开始重新活跃ꎬ 体现为有

组织的复兴ꎬ 这不仅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力量ꎬ 也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

生深远的影响ꎮ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 意大利二十一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主席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对欧洲

左翼政党面临的危机进行了介绍ꎮ 他指出ꎬ 在多样性中寻求团结的政治路线至关重要ꎬ 在这个方面中

国共产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ꎬ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ꎬ 各国共产党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

从主张上都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巨大挑战ꎬ 希望各国共产党能够共同团结ꎬ 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ꎮ
意大利米兰大学副教授弗朗切斯科加罗法洛指出ꎬ 在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背景下ꎬ 欧洲共产

党需要重新审视其角色ꎬ 提出原创性观点以应对绿色经济政策的局限ꎮ 关注工人阶级的需求和利益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ꎬ 欧洲左翼需要重新思考其国际主义立场和阶级斗

争的核心问题ꎻ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出发ꎬ 左翼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当前的社会矛盾ꎮ
４.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态势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着深刻的变化ꎬ 正确把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态势ꎬ 有助于理解世界的发展变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ꎮ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林德山指出ꎬ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存在三个基本特点ꎬ 即

传统社会主义退让ꎬ 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ꎬ 传统的社会主义力量在思想文化方面日益表现出激

进自由主义的倾向ꎮ 欧洲激进左翼出现了分化与联合并存的趋势ꎬ 欧洲政党政治个人化现象突出ꎬ
并对激进左翼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挑战ꎬ 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的左翼政治中导致了激进左翼与温和

派之间的调和ꎮ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俞思念指出ꎬ 近年来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日趋活跃ꎬ

在研究范式上呈现多样化和深入化特征ꎬ 在研究主体上呈现多元化趋势ꎻ 当前的研究范式开始关注

政党的活跃程度、 执政地位及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ꎻ 新的研究范式更加注

重实效ꎬ 并拓宽了研究视野ꎮ
越南外交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阮荣光指出ꎬ 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背

景下ꎬ 中国和越南依然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ꎮ 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与借鉴ꎮ 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要团结一致ꎬ 为世界社会主义作

出积极贡献ꎮ
论坛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国际共运史研究室主任潘西华

主持ꎬ 袁群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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