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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１９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大连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 ７０ 年———第十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 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ꎮ 大连

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李成恩和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中国化部副主任陈志刚在开幕式上致辞ꎮ
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中国化部副主任贺新元作主旨报告ꎮ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洪晓楠主持开幕式ꎮ 来自全国 ６０ 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１００ 多位

专家学者围绕 “７０ 年的伟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７０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

规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三个议题进行了研讨ꎮ
１. 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发展

中国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ꎬ 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紧密联系的重大问题ꎮ
与会学者从理论与实践、 纵向与横向不同维度对这两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ꎮ

韩庆祥指出ꎬ 从根本上说ꎬ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探寻的历史ꎮ
近代以来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议题是道路问题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逻辑的核心问题也是道

路问题ꎮ 中国道路对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中国近代以来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 具

有本源意义ꎮ 由此ꎬ 他认为ꎬ 应加强从道路问题上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用中国道路梳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发展历程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认为ꎬ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ꎬ 在现代化道路

上主要解决了民族国家的独立统一、 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问题ꎬ 概括而言

就是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ꎬ 就是在强国、 富国、 富民、 智民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陈志刚指出ꎬ
总结新中国 ７０ 年现代化探索的成功经验ꎬ 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市

场经济的关系、 正确处理独立自主和开放发展的关系、 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创新马克思

主义的关系、 坚持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统一、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激发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ꎮ
中国的现代化新路ꎬ 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神话ꎬ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启示ꎮ 中国社科院马

研院研究员赵智奎指出ꎬ 从根本上看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化” 的结果ꎬ 就是走出了中国自己的道

路ꎬ 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生理论形态、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衍生形

态而言ꎬ 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崭新形态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ꎬ 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的 “伟大日出”ꎮ
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基本经验、 基本规律和研究前景展望

以纪念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为契机ꎬ 与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历史进程再回顾、 经验

再总结、 规律再认识ꎮ 同时ꎬ 也对其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ꎮ
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邓显超认为ꎬ 伴随中国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阶段性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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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任务转换ꎬ 中国文化发展经历了从追求 “文化独立” 到推进 “文化繁荣” 再到实现 “文化复

兴” 的相应演进历程ꎬ 文化发展战略一脉相承ꎬ 与时俱进ꎮ 洪晓楠认为ꎬ 中国的话语逻辑经历了从

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演变历程ꎬ 三者都强调 “社会主义”ꎬ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不同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ꎻ 强起来的话语体系ꎬ 本质上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 中国经验的理论

提升、 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 中国方案的理论表征ꎮ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洪森指

出ꎬ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ꎬ 中国经济话语演进和体制变迁是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 时代逻

辑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ꎬ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的创造ꎮ 贺新元认为ꎬ 中国共产

党的理论创新是在不断提升全党特别是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注重调查研究与全面把握

中国实际和中国特点、 不断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进行反倾向斗争和

与错误思潮作斗争、 领袖人物与集体智慧的良性互动、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推进的ꎮ 其中ꎬ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ꎮ 赵智奎阐

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结合律” “正反律” “创新律” 及其辩证统一关系ꎮ 其中ꎬ “结合律” 是

核心ꎬ “正反律” 是 “中介”ꎬ “创新律” 是关键ꎬ 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一个整

体ꎮ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副研究员陈亚联对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行了前景展望: 进一步深化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ꎬ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ꎻ 新

时代ꎬ 学术界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的研究ꎻ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进行整体性研究ꎬ 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ꎮ
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与分领域研究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与会学者主要从整体性和分领域两个视角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讨论交流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家付提出ꎬ 思想再解放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引领ꎬ 应着力把握

坚持实事求是、 增进社会活力、 法律规则、 优良学风、 担当作为等原则ꎬ 在坚持底线思维中推动思

想再解放ꎮ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志远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一个由起点范畴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中心范畴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介范畴

(发展战略、 发展动力、 法治保障、 国防保障、 外部条件、 政治保证)、 终点范畴 (总目标总任务)
构成的立体动态结构ꎮ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魏晓文指出ꎬ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从

严治党更基本、 更深厚、 更持久的力量ꎬ 并从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行为文化等方面提

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路径ꎮ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助理研究员刘燕指出ꎬ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生命共同体” 为核心概念ꎬ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原则ꎬ 推进了世界观、 价值观和方法论的

深刻变革ꎬ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 历史观、 价值观及治理之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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