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 “第十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 综述

罗小松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ꎬ 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不

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认识与研究ꎬ 促进全国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相互学习、 交流

与成长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１—２２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南昌工程学院联合主办、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与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协办的

“第十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 在江西南昌召开ꎮ 南昌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吴泽俊ꎬ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纪委书记、 副院长贾朝宁出席论坛并先后致开幕辞ꎬ 南昌工程学院

副院长汪荣有主持开幕式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赵智奎ꎬ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祝黄河ꎬ 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利生先后作主题报告ꎮ 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浙江大学、 南开大学、 中山大学等全国 ５０ 余所高校和科研

单位以及相关媒体的 １００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ꎮ 论坛围绕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重要论述、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执政 ７０ 年的经验等

议题展开深入讨论ꎮ
１. 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论述ꎬ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行动指南ꎮ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ꎬ 以人民为中心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论述的价值取向ꎬ 把握时代、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基本原则ꎮ
赵智奎指出ꎬ 在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论述过程中ꎬ

我们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间的关系ꎮ
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ꎬ 我们要认清世界大势ꎬ 把握经济发展脉搏ꎬ 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有机融合起来ꎮ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ꎮ 经济全球

化、 世界秩序之变、 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等国际形势ꎬ 城乡差距、 乡村振兴、 环境保护等国内问题ꎬ
是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挑战ꎬ 但总体上是机遇大于挑战ꎮ 我们本次论坛的举办就是要让

青年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照ꎬ 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学习ꎬ 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时代问题的能力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汇认为ꎬ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核心基础、 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制

度保障、 以打造现代化文化强国为价值指引、 以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和以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绿色现代化为永续条件ꎬ 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框架与理论内涵ꎮ 这一框架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举措与有力抓手ꎮ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韩桥生强调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７０ 年的基本经验ꎬ 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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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价值遵循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国家治理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ꎬ 我国

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ꎬ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ꎬ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ꎬ 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局限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ꎬ 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ꎬ 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配置ꎬ 建设服务型政府ꎬ
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ꎮ

浙江工业大学讲师欧万彬强调ꎬ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ꎬ 其核心理念和根本价值取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ꎮ 因此ꎬ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指标体系ꎬ 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ꎬ 摆脱西方现代化评价的 “外部反思”ꎮ 以人

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评价应突出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生态文明五大关键领域的综合发

展变化ꎮ
安徽大学博士生徐平认为ꎬ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理解ꎬ 深化了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 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ꎬ 在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ꎮ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讲师程刚认为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民

族复兴的伟大梦想ꎬ 接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ꎬ 形成了内涵丰富、 体系完善、 逻辑自洽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体系ꎮ “历史方位论” “目标指向论” “内容层次论” 等观点和

主张ꎬ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想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ꎬ 是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遵循ꎮ
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左乐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内在演变逻辑ꎮ

他认为ꎬ 从实质来看ꎬ 国家观的主题有一个转变过程ꎬ 即从以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为主题ꎮ 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观ꎬ 是以强国逻辑为核心的国家观ꎮ
２. 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执政 ７０ 年来ꎬ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ꎬ 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

成果ꎬ 极大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ꎮ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ꎬ ７０ 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ꎬ 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ꎬ 也为全球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祝黄河指出ꎬ 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与实践ꎬ 不仅拓展了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现代化进程ꎬ

而且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ꎮ 他从中国道路自信的理论基础、 历史逻辑、 价值维

度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当下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性ꎮ 其中ꎬ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道路的理论指引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实践是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逻辑和检验标准ꎮ
南昌工程学院教授陈付龙强调ꎬ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ꎬ 我们党结合中国实际ꎬ

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ꎮ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赋予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

在规定性ꎮ 究其根本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使然、 是凸

显中国特质和契合世界品质的辩证统一使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

程的辩证统一使然ꎮ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蒋玲认为ꎬ 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经历了从 “四个现代化” 到 “全面小康”

再到新时代 “现代化强国”ꎬ 愈发细化ꎻ 现代化战略时间规划从 “两步走” “三步走” “新三步走”
到新时代 “新两步走”ꎬ 愈发科学ꎮ 其动态式历史嬗变呈现出一条规律: “中国特色” 与 “社会主

义” 辩证统一的制度属性ꎻ 延续性与创新性辩证统一的发展目标ꎻ 长期性与阶段性辩证统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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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ꎮ
临沂大学副教授邱春林指出ꎬ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ꎬ 是实现

党的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依托和载体ꎮ 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ꎬ 需要注重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ꎻ 完善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农村治理工作领导体制ꎬ 从而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乡村治

理体系ꎬ 进而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ꎮ
３. 正确认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 ７０ 年基本经验

２０１９ 年是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ꎬ 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７０ 年ꎮ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ꎬ
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 ７０ 年发生巨变、 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性因素ꎮ 与会学者一致认

为ꎬ 中国共产党执政 ７０ 年形成了以下基本经验: 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

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ꎮ
周利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为切入点ꎬ 分析这一思想的理论构成ꎬ

并明确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提出科学的理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７０ 年的基本经验ꎮ 赵智奎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执政 ７０ 年来ꎬ
形成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要振兴ꎬ 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ꎮ
安徽师范大学讲师陈龙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ꎬ 经过计划经济时代的初步探索、 转型经济

时期的再次深化ꎬ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走向成熟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探索的历程表明ꎬ 政府与市场可以共生、 相辅相成ꎮ 湖北工业大学副教授冯旺舟指出ꎬ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ꎬ 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ꎬ 是正在逐步完善

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形态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的 “历史终结论” “公平正义”ꎬ 打

破了其自由民主神话ꎮ 南京大学博士生张齐总结了 “洋教条” 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和新中国

成立 ７０ 年反对洋教条的主要历程、 历史经验、 理论路线等ꎮ 在新时代 “洋教条” 有了新表现ꎬ 如

普世价值、 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等都是 “洋教条” 的表现形式ꎮ 当前ꎬ 我们要反对洋教条ꎬ 坚定

“四个自信”ꎮ
９ 月 ２２ 日上午ꎬ 论坛进行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与青年学者 “面对面” 交流环节ꎮ 在这

一环节中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期刊处处长刘普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主任谭晓军、 副主

编汪世锦、 编辑刘曙辉和刘影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编辑刘同辉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编辑徐沐熙与青年

学者就论坛发展、 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 投稿中须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互动交流ꎬ 让青年学者更加

了解权威期刊的投稿要求ꎮ
在总结发言中ꎬ 谭晓军从 “一个目的” “两个平台” “三点希望” 三个方面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

结: “一个目的”ꎬ 即培养青年学者ꎬ 为青年学者服务ꎮ “两个平台”ꎬ 即编辑部将积极打造好 «马克

思主义研究» 杂志和 “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 两个平台ꎮ “三点希望”ꎬ 即希望大家能够在

每年的论坛上抱着希望而来ꎬ 满载收获而归ꎻ 希望大家能够脚踏实地做研究ꎬ 在黄金时期安下心来

做学问ꎻ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期刊工作ꎬ 支持青年论坛ꎮ
本次论坛举办得紧凑而顺畅ꎬ 青年学者进行了充分研讨ꎬ 大家观点新颖、 思想活跃ꎬ 充分展示

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的学术热情和理论关注ꎬ 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增添了生机与活力ꎮ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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