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团结共识社会
，
共创社会主义美好未来

——

“

第 二届社会主义 国 际论坛
”

综述

贺 钦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

２７ 日
，
由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 、 老挝

国家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 ，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承办的

“

第二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
”

在老挝万象成

功召开 。 来 自 中 国 、 越南 、 老挝 、 古巴等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 、 政府官员及外交使节 ， 围绕
“

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建设团结共识社会
”

的主题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与交流 。

“

社会主义国际论坛
”

源起于 ２００９ 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

哲学所创办的
“

中越马克思主义论坛
”

。 后经几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
论坛更名为

“

社会主义 国际论

坛
”

，
并于 ２０ １ 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３ 月 １ 日 在北京召开了首届论坛 。 此次在老挝举办的第二届社会主义

国际论坛受到 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 中央书记处对论坛的主题提出 了指导性意见 ， 并

希望通过此次会议
，
了解各国学者对建设团结共识社会的观点 ，

以期为将于 ２０ １ ６ 年举行的老挝人民

革命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提供决策参考 。 这是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 自 ２００６ 年成立以来承办的最大

规模的国际会议 ，
全院上下全力 以赴 ，

为论坛的成功举办作出 了重要贡献 。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 、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院长扎伦 ？ 叶宝河博士在论坛开幕式上指 出 ，

“

建设团结共识社会
”

是老挝人民革命党下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 ， 坚持正确 的 国家发展路线 、

确保社会平等正义 、 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 倡导互尊互信的社会风气是老挝党和 国家构建团结共ｉ只

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及社会主义各国 间 的团结共识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的决定性因素 ，
只有高度重视团结共识社会的建构 ， 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的时代 ，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潘 ？ 本纳迪博士在

开幕式致辞中指出 ，
建设社会主义团结共识社会 ，

应建立统一的 国家民族意志 、 力行依法治国 、 发

展全国统一战线 、 实施全面合理的社会政策 、 消除两极分化 、 解决贫困 问题和发扬社会主义 国际团

结精神 。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 、 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德副教授和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副院长 、 中 国代表团 团长變建新研究员 ，
也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

本届论坛为期两天 ，
三十余位各国学者及官员 围绕以下议题作 了大会发言 ， 与会的各国学者对

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

一

、 构建 团 结 共 ＾只 社会 的 一般理办

论坛第一阶段的主题为
“

构建团结共识社会的一般理论
”

。 大会发言者结合各 自 的研究专长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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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 ， 对
“

什么是团结共识社会
”“

团结共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

等基本问题作了阐述 。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范文德就
“

当前越南社会团结共识的作用和基础
”

作了大会发言 。

他说 ，
社会团结是越南民族的美好传统 ， 胡志 明主席与越南共产党

一贯重视
“

民族大团结
”

思想
，

并坚持运用于实践 ，
视其为

“

保卫和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和方向
”

。 从哲学角度而言 ，
社会团结是

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础 ，
巩固社会团结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利益关系 ， 倡导兼顾各方的利益和谐

原则
；
个人利益 、 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 ，

也是越南在全球化时代谋求

稳定发展的前提 。

老挝建国阵线副主席赛亚芒 ？ 翁撒介绍了
“

老挝祖国阵线和群众组织对建设老挝团结共识社会

的作用
”

。 他指出 ，
老挝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 ，

民族团结是老挝统一富强 、 人民安居乐业最重要的

因素 。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老挝就建立了建国阵线及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人民革命青年团 、

老挝妇女联合会和老挝工会 。 在社会主义革命 、 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 ，
老挝统一战线和群众

组织为维护老挝各民族 、 各阶层 、 各宗教群体的合法权益 ，
团结和动员老挝各界民众贯彻落实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 、 法律法规 、 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和国际团结政策 ，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凯

山 ？ 丰威汉主席与老挝人民革命党历来高度重视老挝建国阵线及群众组织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

业中的重要作用
；
在新的历史时期 ，

老挝统一战线和群众组织应处理好与党政部门间的权职关系 。

古巴驻老挺公使阿贝拉多 ？ 费尔南德斯结合古巴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进程 ，
总

结了古巴参与国际援助的历史经验 。 他说 ，
古巴革命胜利后 ， 在社会主义阵营 、 拉美友好国家和国

际合作组织的帮助下 ，
不但经受住了美帝国主义严厉的经济封锁

，
还大力发扬 国际主义精神 ，

依托

人力资本优势 ， 积极开拓对外医疗援助和对外教育援助 ，
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潘金娥就社会共识问题介绍了 中国学者的观点 。 她说 ，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凝聚改革共识 、 发展共识和稳定共识 ， 推动中 国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

有学者认为 ，
应超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思维 ，

以 中道理性为基础重建社会共识 ；
还有学者认为 ， 应

充分发扬民主 ， 尊重和协调各方利益差别 ， 围绕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 ，
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

措施和制度建设方面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 ；
有学者认为 ，

应借助新兴媒体 、 政务信息公开等综

合手段凝聚社会共识 。 此外 ，
还有学者从中 国政府倡导的

“

包容性
”

发展理念 、 建设和谐世界 、 促

进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等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金民卿在发言中指出
，

“

培育核心价值观是形成社会共识

的关键环节
”

。 他说 ，
文化价值观是形成社会共识的重要基础 ，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导凝聚作用 、 认同

整合作用和塑造教育作用 ；
通过培育 、 建构 、 弘扬 、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实现社会共识 ， 推进

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 ， 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 。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方祥以
“

缩小党内思想差异 、 凝聚全党改革共识
”

为题
，
论

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治党的相关经验 。 他说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

变化 ， 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 尊重差异 、 扩大认同 、 凝聚共识必须从执政党 自身做起 。

中国共产党具有正确处理党内思想差异的优良传统 ， 但在基本原则 、 重大是非问题上向来旗帜鲜明 。

老挝国家司法部办公厅主任普铜 ？ 乔段玛尼在发言中指出
， 平等与公正是老挝建设团结共识社

会的重要因素 ，
老挺人民革命党在历届代表大会中均对平等公正问题作了 明确规定 。 老挝人生性友

善 、 勤奋坚忍 、 互尊互谅 、 善恶分明 ，
老挺社会崇 尚公平正义 。 自 １ ９７５ 年老挺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

以来
，
老挝政府积极推行平等公正政策 ，

极大地促进和实现了老挝人民在政治 、 经济与社会等方面

的平等权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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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团结共识社会
，
共创 社会主义美好未来

此外 ，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阮氏兰香博士与陈氏雪硕士 ， 分别就
“

理论与实践 ： 当前越南社

会公平对社会共识的作用
”

及
“

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团结
”

介绍了越南的认识与经验 。

二
、 各 国 构走 团 结 共识社会 的 矣我

＂

各国构建团结共识社会的实践
”

是本次论坛的第二个议题
，
几位发言人围绕各国建设团结共

识社会的基本经验与主要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在发言 中指出 ，

“

驾驭好资本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

。

他说 ， 构建和谐社会包括 ： 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 、 人与人的和谐 、 人与 自然的和谐以及人 自身各种

功能间的和谐 ；
要清醒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社会的艰巨性

，
因为资本原则在本质上是反

和谐的 。 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贯彻资本原则 ，
与资本主义世界

贯彻资本原则有着本质区别 ， 中国 旨在消灭和超越资本原则 ， 在实施反和谐的资本原则 中去实现社

会和谐
， 如何驾驭和支配好资本原则 ， 如何在实施资本原则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保持

一种合理的张

力 ， 是当前中国人民面临的
一项时代难题

，
中国各界正努力破解这一难题 。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

学所副教授武文园就
“

国家民主化进程中 的社会团结与共识
”

作了发言 。 他说 ，
民主 、 团结与共识

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和动力 ，
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定向 目标 ，

团结与共识是实现民主等社会发展 目

标的具体方式 ，
越南的民主化进程是建立在国家团结与社会共识基础上的历史进程 ，

越南民主制度

的建立与完善为扩大人民民主参与创造了条件 ， 体现了越南民主化进程的优越性 。 该所的陈俊峰教

授就
“

社会团结与人的发展
”

作了发言 。 他认为 ，
人的发展与动物发展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发展具

有 目 的性和主体性
，
人本质上的社会历史性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类文化的代际传承上 。 胡

志明主席曾指出 ，

“

社会主义的 目 的是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贫穷 ，
人人都有工作

，
让人们的生活更

加温饱和幸福
”

，
社会主义是一个

“

所有人都有机会 自 由发展
”

的社会
；
社会主义的社会团结体现

在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追求 自 由全面发展的同时
，
共同建设美好人文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 体现在人类

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家庭平安 、 社会和谐 、 国家稳定与世界和平之中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剑 、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研究员

王瑾 、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汤志华结合当下 中 国 国情和 中 国模式的基本经验 ， 分别就
“

以生态文明建设凝聚社会共识——中 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
”“

当前中 国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协调
”

“

包容性发展 ： 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兼论构建团结共识社会的基础原则
”

进行了论述 。 张剑提

出
，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

， 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城市化 、
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 中 国环境污染和

生态退化问题 日益严重 ，
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压力最大的阶段。 近年来中 国 的环保管理越

来越得到重视 、 环保立法进程加快 、 环保执法力度越来越强 ，
区域性环保联防联治和全民环保宣传

教育工作也得到了有序推进 ， 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望缓解 。 王瑾认为 ，
中 国改革开放取得了

举世瞩 目 的巨大成就 ， 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
比如收入差距的扩大 、 劳资冲突的加剧 、

干群关系的紧张等
，
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为此必须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 、

缓解贫富分化 ， 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
正确处理党群干群矛盾 ，

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汤志华提出
，
包容性发展是

“

中国模式
”

的核心价值 ，

“

平等 、 共赢 、 持续 、 协调
”

是包容性发展

的核心要义 。

“

包容性发展
”

理念
，
对内强调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 ，

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 人的发展

能够良性循环的发展 ，
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的权利和机会

；
对外强调不同文明

之间减少傲慢和偏见 、 相互尊重和包容 、 求同存异 ， 各国应该少对抗 、 多对话 、 多理解 、 多沟通 ，

？１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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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赢 、 共同进步的发展。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阮廷和博士 、 陈元越博士 、 武氏草硕士结合越南的历史与国情 ， 分

别就
“

胡志明关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及越南共产党的运用
”“

社会共识的历史及其对当前越南建设

民族大团结的意义
”“

越南陈朝的社会团结及其对当代越南的意义
”

作了发言 。 阮廷和博士认为 ，

胡志明的民族大团结思想主张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 ， 为实现全体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 ， 自

觉地 、 有组织地维护民族大团结和国际团结 ；
越南共产党将这一思想与越南社会主义革命 、 建设与

改革的历史创造性地结合在了一起 ， 把实现民族大团结视为越南整个政治系统的责任 ，
把越共领导

下的工人 、 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视为民族大团结的坚实基础 ； 当前 ，
越南共产党与政府力 图完善直

接民主和代议民主体制 ，
按照

“

民知 、 民议 、 民办 、 民察
”

的方针建设基层民主 ， 并通过公平合理

的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 ， 促进越南社会的和谐发展 ，
进而实现民族大团结基础上的

“

幸福越南
”

。

老挝国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坎邵 ？ 盖松与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欣坎 ？ 蓬玛赛博士 ， 分别在
“

老挺各族同胞建设团结共识的实践经验
”

和
“

团结共识是老挝建设人民 民主制度的基本因素
”

的

发言中 ， 介绍了老挝的相关认识与经验 。 坎邵 ？ 盖松认为 ，
老拔人民革命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 ，

党的社会基础包括所有劳动人民及全国民众 ； 为融人国际社会 ， 老挝需要
一个更加灵活 、 坚强 、 透

明 、 公正和勇于直面现实及问题的党 ，

一个善于听取人民意见以不断改善公共服务的政府 ， 进而实

现老挝的国家富强 、 人民富裕 、 社会和睦与民主公正 。 欣坎 ？ 蓬玛赛认为 ，
老挝党和政府有关建立

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是建立国家团结共识的基础 ， 是建设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和创造基本条件逐步

走上社会主义的基础 ， 革命力量 （党内 ） 的团结 、 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国际团结是老挝建设团结共

识社会的三大支柱 ，
应推动老挝各界在思想政治 、 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 、 发扬各民族特点等方面达

成一致 ， 在建设和改善党组织 、 政府部门 、 爱国阵线和群众组织等方面达成一致 。

三
、
各 国 建设社会主义 ＳＩ 结 共识 的 方针和举柑

会议第三阶段的发言人就
“

各国建设社会主义团结共识的方针和举措
”

，
进行了深人探讨和交流 。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凤斯 ？ 老凤在
“

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老挝的社会团结建

设
”

的发言中指出 ， 自 １９８６ 年老挝党和政府实施全面革新政策以来 ，
老挝从集体经济 、 补贴管理制

度向市场经济转变 ，
在老挝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随之提高的同时 ， 市场经济体制对

老挝文化教育 、 司法公正和经济秩序均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 当前 ，
老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

团结共识社会
，
应严格要求公职人员清正廉洁 ，

正确利用经济杠杆和物质激励机制 ，
向基层人民和

全社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
加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张小平在
“

中 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

的发言

中指出 ，
文化在与经济 、 政治 、 社会 、 生态协调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

文化价值观要从
“

文化
”

的战略高度审视和支撑和谐社会 。 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将和谐作为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 ，
赋

予文化本身以 目 的与意义 。 当今中国应以和谐的思维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以和谐的发展方式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坚持多元文化的互补共荣 ，

抵制文化霸权主义 ，
开展文明对话 ， 使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 。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副教授杜明合 、 副教授阮廷祥 、 高秋恒博士 、 阮氏芳梅博士和阮氏

云英硕士
，
分别就

“

对话马丁 ？ 布伯 ： 形成团结社会模式的前提
”“

有关社会共识的若干措施
”“

提

高当前越南的社会共识
”“

包容——为实现社会共识
”“

当前阶段越南巩固和发挥民族大团结的若干

？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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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团 结共识社会 ，
共创 社会主义美好未来

措施
”

进行了论述 。 高秋恒认为 ，

“

共识
”

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必然因素 ，
越南共产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社会共识问题 ， 并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 、 文化制度 ，
以促进

越南的社会共识。 近年来 ，
越南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均得到了大幅改善 ，

越南包容团结的社会传统

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
经济与社会实现了整体性协调发展 。 目前

，
越南还存在着贫富分化 、 区域发

展失衡等问题 ， 为促进越南的社会共识 ，
实现越南社会主义的

“

民富国强 、 社会公平 、 民主文明
”

，

越南应进一步完善民主对话和利益协调机制 。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袁群的发言
＂

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与团结共识社会的构建
”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苑秀丽的发言
“

社会主义国家间团结共识关系 的构建
”

和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坎曼 ？ 西潘赛的发言
“

全球化时代建设社会团结共识与

融人国际的关系
”

， 集中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合作 、 构建各国间 团结共识的可能路径 。 袁

群认为 ，
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 良传统 ，

毛泽东 曾指 出 ，

“

自从有历史

以来 ， 任何国家间的关系 ， 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间这样休戚与共 ，
这样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 ，

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
”

。 团结共识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 ，
社会主义国家

间的经贸合作 、 政治交往与文化交流 ，
有助于各国巩固团结共识社会的经济基础 、 政治基础和精神

基础 。 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应遵循主权平等原则 、 合作共赢原则和包容互鉴原则 。

苑秀丽认为 ， 苏东剧变后 ，
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面临资本主义反动势力 、 社会主义国家间分歧 、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政府力量等诸多挑战 。 在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优势的格局下 ，
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更有效地团结起来 ，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构建团结共识 、 合作共赢的社会主义国家间新型

战略伙伴关系 。 坎曼 ？ 西潘赛认为
，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 ，

老挝人民革命党坚持
“

接

轨而不退化
”

的原则
，
始终奉行和平 、 独立 、 友好与合作的外交政策 ，

继续推行全方位的多边和多

维外交关系 ，
老挺人民革命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制定了

“

增加朋友 、 减少敌人
”

和
“

积极主动

融人国际
”

的外交原则
；
建设和发扬老挝各民族间 的团结和谐传统

，
有利于全面推进老挝革新政

策 ，
为老拔融人地区和国际经济创造条件 。

四
、
结 语

： 共识 与 闭 结

在本届论坛的闭幕词中 ，
樊建新建设性地总结了本次论坛的

“

八点共识
”

： （
１

）
团结共识是社

会主义的重要价值 ，
它在社会主义革命 、 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必不可少 ； （

２
） 团结共识既是

一个价值

目标 ，
也是一个动态实践过程

，
要辩证地看待团结共识的构建过程 ，

不能回避矛盾和问题
； （

３
） 在

阶级社会构建团结共识 ，
不能忽视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阶级斗争 ； （

４
） 要处理好思想价值多样性与马

克思主义一元主导的关系 ； （
５

） 党的团结是社会团结的火车头 ，
必须要有一个团结坚强的领导核

心
； （

６
） 团结共识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 ，

更需要制度和政策的支撑
； （

７
） 构建团结共识社会须处理

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 （
８

） 除加强 自身团结共识建设外 ，
社会主义各国应加强彼此间的团

结互助 。 各国学者对上述八点共识高度赞同 。

第三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初步定于 ２０ １ ５ 年第三季度在越南中部城市顺化举行 ，
主题为

“

社会主

义国家执政党建设
”

。

（ 作者单位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马 克 思主义研 究 院 ）

（ 编辑 ：
张晓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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