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
———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４ 年学术年会” 综述

钟启东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８ 日ꎬ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

京大学主办ꎬ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ꎬ «马克思主义

研究» 编辑部协办的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４ 年学术年会” 在北京大学举行ꎮ 本次年会的主

题是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

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侯惠勤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ꎬ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主持开幕式ꎬ 侯惠勤作大会主题发言ꎬ 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金民卿等作主题报告ꎬ 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ꎮ
１. 充分认识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时代价值

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为何深化” “如何深化” “深化为何” 等问题展

开讨论ꎬ 就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时代价值等达成共识ꎮ
当今时代依旧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ꎬ 需要进一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原理研究ꎮ 侯惠勤指出ꎬ 历史叙事是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重要内容ꎮ 从历史

脉络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要把它置于 ５０００ 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传承ꎬ 置于

５００ 年世界社会主义史的思想变革ꎬ 置于近 ２００ 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守正创新ꎬ 从理论与实践的

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中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生成逻辑ꎬ 以回答时代之问为导向ꎬ
以实践方略和历史成就为根据ꎬ 以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科学体系为结晶ꎮ 辛向阳指出ꎬ 面对时代问

题ꎬ 一方面要从实践中总结答案ꎬ 另一方面要从哲学意义上深化基础理论研究ꎬ 才能完成好党的创

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任务ꎮ 我们不能零散呈现 “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成就” “六
个必须坚持” 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ꎬ 必须讲清其逻辑内核和理论脉络ꎮ

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ꎬ 在回答时代问题中使科学规律

具体化ꎮ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姜迎春指出ꎬ 在现代化的讨论中必须批判概念的单一化和人的抽象化ꎬ
必须重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ꎬ 防止以哲学基本问题为入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银传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四个方面的现代化特点: 一是以对传

统的反思批判和争取超越为前提ꎬ 二是以反映现代精神的先进阶级为主体ꎬ 三是以实现工业化和城

市化为价值目标ꎬ 四是以科技、 资本、 市场为杠杆ꎮ
２. 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论

与会专家认为ꎬ 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既是全面准确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ꎬ 更是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

性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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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体系的精髓ꎮ 侯惠勤指出ꎬ 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突出特点ꎬ 其统摄的战略思维、 历史思维、 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
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等七大思维是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 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科学

思想方法ꎮ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颜利指出ꎬ 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论是一

个不断持续的过程ꎮ 围绕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等 “六观” 的学理化

思考形成了一定体量ꎬ 但上升到学理、 哲理层面的研究还有待推进ꎬ 接下来需要推进人民至上、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三位一体的研究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法ꎬ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

舫指出ꎬ 可以从问题导向与忧患意识、 宏观调控与政府治理、 城市与乡村、 改革与发展、 改革与凝

聚共识等五对关系的角度思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ꎮ 金民卿指出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ꎬ 也是一场深刻的主体性运动ꎬ 必须贯彻守正创新

的重要方法论ꎬ 强调党的领导ꎬ 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能力、 执行能力、 学习能力和创新

创造能力ꎬ 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力量ꎮ
３. 准确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与会专家聚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主题ꎬ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ꎬ 深入

揭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ꎮ
理论逻辑层面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杨生平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逻辑是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逻辑、 中国历史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逻辑已成学界共识ꎬ 但理论逻辑、 历

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等不同层面逻辑的衔接仍需研究ꎮ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熙国指出ꎬ 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哲学

基础ꎮ 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ꎬ 实现为人类求解放的现代化ꎬ 真正解决

人与人的矛盾ꎬ 实现人类自身的和解、 人与自然的和解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

部主任董振华指出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至少包含三方面: 一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ꎬ 二是实践观

点的革命逻辑ꎬ 三是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ꎮ 三者合一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超越资本逻辑ꎬ 能够在改

革中不断革命ꎬ 能够兼顾全过程和全方面ꎮ
价值逻辑层面ꎬ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指出ꎬ 现代化进程的实质就是在现代生产

力蓬勃发展的驱动下ꎬ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生产关系和现代上层建筑ꎬ 并在改革中塑造新型文明ꎮ
在现代化进程中ꎬ 改革驱动是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方面的驱动力ꎬ 使生产力得到更顺畅

的发展ꎬ 创造出更高品质的物质文明ꎻ 生产关系也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形成更合理、 更先进的制度

文明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侯衍社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充分体现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向度ꎬ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公平正义向度ꎬ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特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协调发展向度ꎬ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

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文明向度ꎬ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包容发

展向度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岩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人将民主视为矢志不渝坚持

的重要理念和始终高举的旗帜ꎬ 形成更加广泛、 更加充分、 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ꎬ 以平等价

值为灵魂ꎬ 既实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ꎬ 也兼顾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等方面的平等ꎬ 在

实践决策与治理中不断实现民主平等的价值诉求ꎮ
实践逻辑层面ꎬ 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田鹏颖指出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三个更好相适应”ꎮ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ꎬ 主要是指构建一种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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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体系ꎻ 上层建筑更好适应经济基础ꎬ 主要是指构建一种上层建筑体系ꎻ 二者总体上都是革命和改

革的问题ꎮ 如果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当作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来理

解ꎬ 第三个更好相适应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判断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时的历史主动和

理论自觉ꎮ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构成完整的制度体系ꎬ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则聚焦于把制度体系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治理能力ꎬ 要解决的就是社

会基本矛盾问题以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衍生出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ꎮ
４. 深刻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发展理路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 论述极为深刻ꎬ 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

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ꎬ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成果ꎮ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杨仁忠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不是概念范畴的逻辑问题ꎬ 而是话语权

问题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具有历史与现实贯通、 理论与实践统一、 继承性与创新性贯通、 普

遍性与特殊性统一、 民族性与世界性融通等方面的特征ꎬ 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提供

了指引ꎮ 要强化意识形态属性ꎬ 坚持话语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ꎬ 坚持 “两个结合”ꎬ 在马克思主义

话语的中国化上用力ꎬ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上用力ꎬ 坚持扎根本土

与面向世界有机统一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指出ꎬ 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党的领

导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ꎮ 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大问题ꎬ 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

也会出大问题ꎬ 甚至亡党亡国ꎮ 为了更好地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

的合法性根基ꎬ 必须强调文化领导权的建设ꎮ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指出ꎬ 今后

的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ꎬ 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精神实质、 内在

体系、 实践要求的研究ꎮ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总原则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ꎬ 增强历史主动、
文化自信ꎬ 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ꎮ 其中ꎬ 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坚强领导是核心命题ꎬ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是根本立场ꎬ 坚持 “两个结合” 是根本要求ꎬ 增强历史主动、 坚持文化自信是基本原则ꎮ
在此基础上ꎬ 要特别关注真正推进文化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略ꎬ 深入阐发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ꎬ 积极围绕中心环节探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数

字化赋能、 信息化转型、 国际化传播问题ꎮ
本次论坛主题聚焦、 内容丰富ꎬ 不仅深入学习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ꎬ 而且深入探讨了新

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化等问题ꎬ 充分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政治自觉、 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ꎬ 对于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ꎬ
助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有着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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