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第九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冶 综述

李张容

2018 年 5 月 11—13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华南师范大学主办, 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 “第九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冶 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隆重召开。 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和广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蒋斌致欢迎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院长、 党委书记邓纯东致辞并作主旨报告。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金龙主持开幕式。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国防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等全国 90 多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50 多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会议主题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冶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1. 深化改革开放 40 年历史成就、 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研究

邓纯东认为, 苏联的改革造成了亡党亡国,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
中国的改革通过摸索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 苏联改革失败是

因为违背社会主义方向, 而中国的改革由于邓小平设计了正确方向, 排除了前进道路上错误倾向的

干扰。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徐俊忠认为, 苏共二十大之后, 毛泽东及时

提出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探索, 提出围

绕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 并努力探索向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放的可能性。 因此, 新

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路线具有一定意义。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卓红认为, 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绩, 从事实层面来看, 基本

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任务, 开始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征程; 从理论层面来看, 也有很多

新的理论建树, 如邓小平提出的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冶 的思想。 这一思想是邓小平在全面把

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金民卿认为, 中国的改革是有主义、 有领导、 有目标、

有基础、 有深度、 有胸怀、 有步骤、 有勇气和有底线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五大底线, 即坚持

指导思想的底线,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 决不能背离社会主义;
坚持党的领导的底线, 反对任何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想和做法; 坚持人民利益的底线,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谢迪斌认为, 从战略策略看, 改革开放以双螺旋的结构

性整体滚动推进, 改革开放的各要素始终处在相互支撑的联动性模态上。 这一结构由一系列对应性

要素构成, 如改革与稳定、 先富与后富、 效率与公平、 市场与调控、 中央与地方、 速度与节奏、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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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生态。 因此, 中国改革开放呈现差异性的模态而不是撕裂性的模态, 更不是断裂式的模态。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中国化部副主任陈志刚认为, 改革开放 40 年的基本经验包括: 走自己的路,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展示是一个历史过程; 要防止资本和权力的异

化, 促使公平成为社会主义重要价值; 坚持自主创新方针, 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必须立足于自身;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斗争出来的; 坚持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陈金龙认为, 改革开放研究可从以下几点来推进: 改革开放理论与政策方面, 既可以理论为单元,
也可从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入手; 改革开放实践方面, 可研究改革开放的整体和具体、 中央和地方、
历史和现实等层面; 改革开放成就评价方面, 可从政治、 经济、 文化等具体领域, 也可从国家、 民族、
政党、 社会等层面来分析; 改革开放经验方面, 可研究改革开放的主题、 主线、 动力、 方法、 策略和

逻辑; 改革开放世界意义与国际影响方面, 可研究西方的经验对中国改革产生的影响等。
2. 多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李婧认为, 不忘本来、 继续前进, 在历史与现实的把握中筑

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与灵魂; 吸收外来、 立足国内, 在国内与国际的交流中彰显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面向未来、 奋力实践,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展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安全认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道路思想提出了新时代中国

道路的基本命题, 阐明了解答基本命题的思路和方法, 揭示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核心内涵, 拓展了

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发展路径, 从而展现出一个命题、 点题、 解题和答题的内在逻辑。
邓纯东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 习近平提出了改革的目标, 即发展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提出了改革的正确方向, 即坚持社会

主义方向; 提出了要研究改革的规律; 提出了改革的方略, 即坚持 “摸着石头过河冶 和顶层设计与

科学规划相结合; 提出了改革的目标, 即改革是要解放生产力、 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提出

了改革的判断标准, 即要以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判断标准。
3. 新时代具有新内涵开启新征程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田克勤认为, 从民族复兴之维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强

起来的伟大时代; 从社会主义之维来看,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强大生机活力的伟大时代;
从现代化之维来看, 新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成功的伟大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赵智奎认为,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这是一

次全新的革命, 通过这样的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从思想史视角来看, 可以把这

一历史过程看成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逻辑过程。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中源认为,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形态和新趋势表现在:

社会生产领域进一步由注重物质资料的生产向强调全面均衡的发展转变, 解决矛盾的着眼点由注重

社会生产向凸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转变, 以及人民的需要由生存型需要向享受型和发展型需

要转变。
刘卓红认为, 习近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这一论断,

标志着新时代改革观的新推进。 新时代的开放被摆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开放与改革并行都属于

革命; 新时代的改革是要消除人为因素所导致的问题和弊端, 使改革方式有了新突破; 改革开放在

方式上强调摸索试验的同时, 尤其强调加强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世界特征, 新时代改革

开放的影响力和成果共享等都不再局限在国内, 明确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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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关锋认为, 发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创新是发展的动

力源, 应成为新时代谋求发展的基本共识; 坚持问题导向, 更好地结合顶层设计和 “摸着石头过

河冶, 应成为新时代谋求发展的基本方式; 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这个关键, 应成为新时代谋求发展的

辩证法;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因时而动、 顺势而为, 应成为新时代谋求发展的基本问题。
4.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京武认为, 40 年来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接下

来就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新时代要在新思想指引下解决新矛盾, 以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这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落脚点。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心副主任郭建宁认为, 中国道路的特征是: 政治上坚持

党的领导是核心; 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关键; 文化上强调文化自信是根基; 目标上强调

人民至上是宗旨。 中国道路最大价值在于体现了人类文明多样性。 研究中国道路要讲理论逻辑、 实

践逻辑和中国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化部副主任贺新元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承载

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载体。 从历史和空间、 理论和实践以及现实和未来维度来看, 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承载着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在联通世界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使命。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解丽霞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

践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半程冶 历经了破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大)、 深化 (党的十四大

至十六大) 和初步形成阶段 (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 “后半程冶 是党的十八大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建设进入新时代。
国防大学教授张学梅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历经 “军民结合冶 “寓军于民冶 “军

民融合式发展冶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冶 四个阶段。 积累的经验包括: 辩证把握发展与安全矛盾, 端

正融合理念; 优化市场与政府作用, 找准融合模式; 促进法治与德治互动, 实现融合现代化; 兼顾

效率与公平, 提高融合效益。
5.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郭建宁认为, 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德国的思想文化有一个从德国形态到中国形态、 从欧洲形

态到亚洲形态、 从西方形态到东方形态的转变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 概念的提出是中共最大

的理论资源、 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传入, 十月革命之

前零星地片段地转译阶段; 二是传播, 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 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场; 三是

“中国化冶 阶段, 从延安时期到新时代。 在当代中国, 纪念马克思最好的方式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陈亚联认为, 要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深化从哲学层面尤其是范畴和概念体系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

成果的研究;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性研究, 以弄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阶段

理论成果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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