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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社会主义

——— “第十四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 综述

任佳斯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

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十四届世界

社会主义论坛在北京召开。 来自全球六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 60 余位国外共产党领导人和左翼学

者以及国内重要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甄占民发表主旨演讲。 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陈洲, 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院长普冯 · 温坎显 ( Phouvong
Ounkhamsaen),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 欧洲左翼党副主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 ( José Luis
Centella) 分别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作书

面发言。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主持, 大会发言阶段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罗文东等主持。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 与会嘉宾围绕

“当前的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担当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地区冲突及其他不稳定性因素深刻影响

着人类发展的进程。 甄占民指出, 当前的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 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引发了 “全球南方” 力量的崛起; 二是 “逆全球

化”、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明显上升; 三是资本主义及社

会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

进一步提出, 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与美西方资本主义强权力量的衰弱是一体两面, 当前南北

分化的趋势正在将世界引入新的 “冷战” 局势当中。 日本京都精华大学白井聪 (Shirai Satoshi)
副教授认为, 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力差距的缩小使得全球南方国家逐渐具备反抗的

条件。 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 非洲、 南美洲等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反映了全球 “南北战争” 时

代的到来。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诺夫哥罗德州委第一书记奥利卡·阿纳托利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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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叶菲莫娃 (Olka Anatolyevna Yefimova) 表示, 美西方帝国主义为维护自身霸权, 极力推行

新殖民主义和侵略主义, 这加剧了世界冲突, 国际形势面临更大危险。
与会专家一致认同, 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凸显及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给人类和平发展

带来了新的挑战。 古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乔迪·维多利亚·詹姆斯·埃莱蒂亚 ( Jourdy
Victoria James Hered) 指出,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粮食危机、 气候变化、 能源危机、 传染

病和战争问题的不断涌现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发展的进程。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 执行主编王瑾表示, 全球经济的衰退与利益分配的失衡引发了反全球化思潮的

兴起, 美国推动经济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的实践使世界经济面临割裂的风险。 她还指出, 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 科技创新成为国际博弈的主战场。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帅认为, 数字时代互联网的普及使世界战争升级为全世界民众认知领域的

对抗, 认知战已成为一种新型的战争, 严重影响了各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应对这一新的战争形

势, 需要将认知领域安全置于意识形态安全中进行考量, 从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地位进行规划,
做好认知与安全的顶层设计, 提升抵御认知安全风险的能力。

与会嘉宾充分肯定了当前世界局势下中国在重塑全球秩序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古巴社会与人

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阿尔弗雷多·加西亚·希梅内斯 (Alfredo García Jiménez) 认为, 中国提出

并推广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的稳定与和谐作出了贡献。 同时, 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发展、 “一带

一路” 倡议的践行、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积极参与正在重塑现有的全球秩序。 乌拉圭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委员费尔南多·萨斯 (Fernando Zas) 提出,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合作与加强多边主义的

过程, 使中国成为改变世界力量对比的引领者。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对世界新秩序承诺的具

体落实。 黎巴嫩共产党中央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研究员阿德汉·赛义德 (Adham
Sayed) 提出, 当前时代之变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 必然能够应对当前的危机和挑战, 并引领、 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加纳社

会主义运动阿克拉地区召集人布莱斯·图罗 (Bryce Turo) 认为,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政治影

响力的不断增强正在挑战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 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和维护世界公平正

义的发展理念正在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模式。
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 陈洲指出, 中国

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奉行的和平外

交政策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正在为人类文明未来提供坚定而持久的推动力。 墨西哥维拉克鲁斯

大学教授、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阿尼瓦尔·卡洛斯·索特雷 (Anivar Carlos Sotre) 表示, 中国正通

过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将其不断为人民谋福

利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世界, 希望以中国的发展推动全球繁荣。 李慎明

指出, 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积极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充分表明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 安全、 繁荣、 进步的坚定维

护者。 他强调, 在当前局势下, 必须要高度警惕有硝烟的战争和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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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路易斯·森特利亚认为, 在当前紧张的全球政治局势下, 中国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向

国际社会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某种意义上遏制了螺旋式升级的战争对地球未来的威胁,
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大国担当。

二、 “东升西降” 与全球政治格局演变

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全球政治格局 “东升西降” 的发展大势, 并提出中国的发展是国际格

局 “东升西降” 的关键。 哥斯达黎加中美洲公共行政学院让·保罗·巴尔加斯 ( Jean Pablo
Vargas) 教授认为, 西方的衰落源于其脆弱的身份认同及狭隘的文明观念, 而东方国家的整体崛

起则源于其文化自信及应变能力。 他提出, 中国的文化自信使这个民族能够尊重过去而不重蹈覆

辙, 以坚定不移的历史责任感迎接挑战。 孟加拉国共产党外联部负责人哈森·塔里克·乔杜里

(Hasan Tariq Chowdhury) 指出, 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契合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诉求,
亚洲独特的政治格局与经济优势使其在多极世界中的崛起至关重要。 但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采取

的强硬立场及对亚洲采取的好战态度使亚洲的崛起面临突出的挑战, 未来亚洲的和平发展及应对

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仍然需要以中国提出的现代化理念及全球文明倡议为重要引领。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 “全球南方” 作为推动世界进步的和平力量, 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治理体

系的变革。 喀麦隆马鲁阿大学杜布瓦全球南方与中国研究中心恩科洛·恩乔多·莱昂 - 玛丽

(Léon-Marie Nkolo Ndjodo) 副教授认为, “全球南方” 的崛起是以其飞速发展的经济与国家实力

的上升为基础的, 这必然需要建立一个与其实力相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 但当前仍是帝国主义占

据主导地位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因此, “全球南方” 这一概念的提出天然便具有反霸权主

义、 反殖民主义、 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属性。 白井聪则基于金砖国家 GDP 总量相较 G7 国家取得的

显著优势, 阐明全球南方国家目前应聚焦于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 进而占据主导地位。 李

淑清则认为, “南升北降” 趋势加速了世界秩序的多极化整合发展, 但同时也意味着全球治理体

系不公正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 “全球南方” 在旧有的国际秩序中仍面临一定的困境。 为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贺钦研究员提出, 要通过构建 “全球南方” 自主知识体系、
探索其自主发展路径、 加强 “全球南方” 的协作机制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并强调中国

作为 “全球南方” 的天然成员及负责任大国, 愿携手 “全球南方” 团结共进, 推动三大全球倡

议及 “一带一路” 倡议落地走实, 共创美好未来。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 加强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

共产党监察委员会成员塔季扬娜·谢尔盖耶夫娜·斯米尔诺娃 (Tatyana Sergeyevna Smirnova) 认

为, 俄中关系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关系典范。 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 俄中关系

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叙利亚统一共产党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员萨米·阿布·阿西 (Sami Abu Asi) 指出, 中

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多次使用否决权阻止北约对叙利亚的干涉是国际变革的重要时刻, 展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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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推动世界和平、 维护公平正义的关键作用。 恩科洛·恩乔多·莱昂 -玛丽认为新时代中非战略

关系的新定位开辟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境界。 未来, 中非将一道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

益, 发出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时代强音。 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管理部的部长苏和平 (Larkhamsai
Souphavady) 认为, 中国和老挝一衣带水, 社会未来休戚与共。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中老之间不

断加强团结和合作, 不仅开启了建设中老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还推动了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发展

进步。 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认为中国和欧洲、 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只有加强对话合

作, 理解沟通, 才能打破各种 “小圈子”, 进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安全的世界。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与会学者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表示高度认可和赞赏,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现

的巨大活力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甄占民指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使

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 进而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

与实践。 古巴外交部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塞·拉蒙·卡巴尼亚斯·罗德里格斯 (José Ramón
Cabanjas Rodríguez) 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自己独特的机制和体系, 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

定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与欧盟相比, 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 意大利

《21 世纪马克思》 主编安德烈·卡托内 (Andrea Catone) 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方法, 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增进人民福祉、 建设世界强国、
担当国际责任的贡献, 坚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 上海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 研究员轩传树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十几亿人口由温饱到

全面小康, 由全面小康再逐渐地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优越性, 为

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振了信心。
与会学者具体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及其发展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 提出应加

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 复旦

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指出, 中国 1978 年启动改革开放、 1989 年坚持社会主义、 1992 年实

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战略抉择引领中国社会主义走向了今天的成功, 打破了社会主义无法

消除贫困的预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黄斐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在于其

立足中国实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 华语智库理事长彭

光谦认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 中国共

产党所具有的磅礴的号召力、 凝聚力、 组织力、 动员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与

此同时, 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米尔顿·波马尔 (Vladimir Milton Pomar) 指

出, 西方普遍存在的反社会主义宣传导致了世界对中国的偏见、 阻碍了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发

展, 因此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 让世界认识中国、 认识社会主义, 否则必然

会遭到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屠杀。 伊拉克共产党巴格达委员会领导人纳德尔·里达·盖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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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el Rida Geney) 认为, 中国在世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首屈一指, 但在媒体软实力方面却有较大

差距, 尤其是在应对西方媒体的舆论攻击方面需要加强, 需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部分政党及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仍面临一定的挑战, 突出强调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四级调研员

郭海龙认为, 当前欧洲德、 法、 英三国左翼政党上台执政带来了一定的希望, 但左翼政党内部普

遍存在定位模糊、 分歧与分裂加剧的问题, 再加上欧洲多个国家极右翼势力的打压导致其碎片化

现象越来越严重, 削弱了其整体战斗力, 欧洲的左翼政党面临困境。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

员、 21 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主席弗朗切斯科·马林乔 (Francesco Maringio) 指出, 当前欧

洲左翼发生的分裂严重影响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 他认为, 造成意大利共产党分裂的原因在于

缺乏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讨论, 需要在不同的政治经验的基础上建设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政

党。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海玉则具体分析了美国共产党为适应新的国际国内环境

在思想路线、 组织形态、 主要任务及斗争策略等方面作出的适应性改变, 肯定了美国共产党取得

的发展, 同时强调该党目前仍面临着美国反共传统浓厚、 民粹主义势力抬头、 其他左翼组织竞争

等外部挑战, 其内部在具体政策上也存在分歧, 导致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政坛的领导力和政治影响

力仍然受限, 处于边缘化地位。 巴西共产党副主席沃尔特·索伦蒂诺 (Walter Sorrentino) 认为,

帝国主义在拉美地区的残酷统治及强加给该地区的经济政策使振兴社会主义存在诸多困难。 巴西

共产党提出的国家发展计划难以解决政治和社会分裂、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乏力以及对国际力

量的依赖等问题, 因此, 巴西共产党需要将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与政治生活的实际进程相结合,

同时积极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来丰富自身。

与会嘉宾坚信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并表示愿意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

展, 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 越南共产党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原副院长范文

德 (Pham Van Duc) 教授指出, 中国、 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就、 人类对社会主义价值

观的认可和追求预示了社会主义广阔的发展前景。 普冯·温坎显认为,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辉煌

成就, 越南、 老挝、 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步, 西方国家共产党在 21 世纪开辟的社会主

义道路, 都证明了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轩传树认为,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呈现的多元化发

展局面, 以及越来越多的群体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认同及践行, 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的发展逐渐转入高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刘须宽指出, 当前世界社

会主义正发生积极变化, 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需要聚拢、 需要形成合力, 才能更好地对抗资本统

治的世界。 其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 21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 成为振兴世界社

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必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西班牙 “知华讲堂” 基金会副主席

安东尼奥·塞古拉 (Antonio Segura) 指出, 团结左翼力量需要建立共同战略规划、 开展对话和辩

论、 运用科学理论指导、 有组织地开展斗争、 争取广泛支持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努力。 通

过这些措施, 可以逐步增强左翼力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实现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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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困境及趋势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 当今资本主义正经历严峻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加深使人类遭遇各

种问题。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普罗米修斯研究所成员埃莱尼·埃瓦戈鲁

(Eleni Evagorou) 指出,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 导致社会

不平等加剧、 经济增长放缓和环境恶化。 新自由主义破坏了民主原则, 助长了民粹主义。 妇女遭

受的双重剥削仍然存在, 她们往往面临歧视、 机会不平等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高建昆副教授认为, 瑞典存在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福利困境等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经

济私有化程度提高、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影响以及政府政策和法律层面的限制不足所导致的。 古巴

哲学研究所所长赫尔西娜·阿丰索·贡萨雷斯 (Georgina Alfonso González) 指出, 西方全球殖民

化将 “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强加给全世界, 摧毁了社会文化壁垒, 消解了集体构建的身份认

同, 人类遭受着最剧烈的价值观危机。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

大西广 (Hiroshi Onishi) 具体分析了日本对发行政府债券的严重依赖造成了借债还债的恶性循

环, 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 可能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和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

研究所研究员张敏认为,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转嫁资本主义危机的做法反映了当前意识

形态斗争与矛盾的加剧。 她还指出, 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还包括生产力与创新力不足所导致的高失

业率, 社会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加强。 丹麦共产党主席洛特·于特夫特 -麦德森 (Lott Utreft-Madsen)
具体分析了当前丹麦国家福利制度中普遍存在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 阐述了普通工薪阶层所面临的

斗争局势, 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变革来解决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衰落的问题。
与会专家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在面对自身危机时的策略调整与改革路径, 一致认为资本主义无

法克服其固有的矛盾, 社会主义才是未来发展方向。 芬兰共产党总书记蒂娜·桑德伯格 (Tiina
Sandberg) 指出, 资本主义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 面对当

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资本主义显得力不从心。 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方案, 逐渐展现

出其独特的优势和潜力。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意大利巴勒莫大学教授阿尔贝托·隆巴尔多

(Alberto Lombardo) 认为, 西方建立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做法及诽谤制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

主义出现的问题, 反而使西方的经济体系陷入危机和混乱之中。 所谓 “与中国经济脱钩” 是不切实

际的空想,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影响全世界。 阿德汉·赛义德指出, 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依靠

战争和破坏应对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做法必然是徒劳的, 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是摆脱资本主义, 向

社会主义过渡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任务, 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

迈尔·久洛 (Gyula Thurmer) 指出, 欧洲资本主义面临的技术落后、 经济衰退、 社会不平等、 精神

阉割等问题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 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能够为应对当前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提供思想武器与实践指导。
与会专家高度赞赏中国自信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挑战的策略, 指出资本主义危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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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 为世界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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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贺新元研究员认为, 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克服了资

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固有弊端, 摆脱了对人类的压迫和自然界的压榨, 是实现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展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俄

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哲学研究部主任亚历山大·巴甫洛夫 (Alexander Pavlov) 指出, 数

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殖民的要素能够突破空间的限制渗透到新领域, 造成人们对数字技术的

集体依赖, 进而形成西方主导下的数字霸权。 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美平提出, 中

国正是依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度耦合推动了数字生产力的发展, 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

了时间、 空间及价值超越, 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必然能够战胜西方的数字霸

权。 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士珍教授认为, 资本不断追逐利润的本性造成了全

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破坏, 指出应对当前全球生态危机、 共同维护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已

成为全球面临的难题, 并着重对比了中西方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以及零和博弈思维, 高度评价

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及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的中国经验。

五、 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与会专家高度关注中国的改革发展动态, 一致认为研究和传播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的

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陈洲表示,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科学谋划和系统

部署, 向国内国际释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信号,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

动。 阿尼瓦尔·卡洛斯·索特雷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举旗定向、 领航中国的伟大实践, 具体分析

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发展举措, 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促进社会平等、 世界多极化和

共享人类未来作出了许多努力, 实际上为中国发展和世界进步指明了方向。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巴西声援人民和争取和平中心主席若泽·雷纳尔多·卡瓦略 ( José
Reinaldo Carvalho) 认为,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开启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阶段, 体现了中国对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国际担当, 为

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拉丁美洲中心主任及巴西中巴社会

文化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主任罗德里戈·莫拉 (Rodrigo Mora) 将此次全会视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

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及适应当今世界需要的标杆, 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能够给拉美地区那些依

附于欧美的国家及其共产党提供现实启示。 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

所长亚历山大·罗曼诺夫 (Alexander Romanov) 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达到一个新的、 更高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是突破了西方基于自由化和私有化要求的现代化方案, 借

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经验有助于其他国家在提高创新潜力的基础上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
与会嘉宾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认识, 从多个维度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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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独特优势, 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 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与世界

意义。 辛向阳认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系和实践,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

化,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必将推进全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

化研究院党委书记林建华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发展历程, 认为中国式现代化

展现的社会主义新图景, 对于中国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打破 “现代化 = 西方化” 的迷

思、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积极作用。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张国祚通过中西对比研究,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从领导能力、 指导思想、 政治制度、 人民立场、 发展本

质要求、 可持续发展、 发展道义、 文化底蕴八个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极大超越, 凸显了科学社

会主义在 21 世纪中国焕发出的生机和活力。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吴德刚认为, 中国式

现代化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它的成功

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提

供了一种通过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宣传部原副部长王立华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视野、 时

代进步性的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积极回应了当前的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并以正确的改革方法论向世界交出了中国的新答卷, 为世界和平稳定、 繁荣发展提供了

正能量。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 提契诺州议会议员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Massimiliano Ay) 指出, 中

国已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列, 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及科技创新正推动社会主义的影响

力在全球范围内增长。 与此同时, 帝国主义的衰落使其完全有可能采取战争的形式来阻止其他国家

的工业和技术进步。 在这种背景下, 他认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面深化改革对于优先应对资本

主义的军事对抗具有关键作用。 齐鲁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海燕认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 而且必将

为世界各国的同路人共筑现代化之梦提供新奇迹、 注入新动力, 进而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 活

力之源。 罗德里戈·莫拉指出,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发展举措不仅有利于确保国

家内部稳定, 还在民族自决发展和国家主权方面提出了一个更加公平、 更加包容的外部环境, 提供

了实现经济发展与共同繁荣之间的平衡, 它带给世界的是机遇、 信心和共赢, 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世

界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恩科洛·恩乔多·莱昂 -玛丽指出此次全会不仅阐明了中国未来

的发展动向, 而且向世界坚定地重申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 走和平发展道路、 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定

立场, 指出中国为全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的和平发展建议及面对全球北方的资本主义所应该采取的措

施, 对于其他国家发展进步、 团结合作具有指导作用, 中国正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大驱动力。

(任佳斯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元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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