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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１ ６ 日
， 由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 、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
“

社会主义国际论坛
”

在越南古城顺化召开 ， 本届论坛 由越南社会

科学翰林院哲学所承办 。 来 自 中 、 越 、 老三国 ６０ 余位专家学者 ， 围绕
“

当前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和提高国家的管理能力
”

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中 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

建新 、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范文德 、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蓬 ？ 本纳迪分别在开幕式

上致辞并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 。 本文将本次论坛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和观点作简要介绍 ，
以飨读者 。

―

、 社会主义 阕 彖执政竞 能 泠 建设 ： 日 耘 一 玫
，
路径有 別

中 、 越 、 老三国都是由共产党 （ 老挝称人民革命党 ）

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党在国家政治

生活中处于最高的领导地位 ， 因而执政党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在本次论坛中 ，
三国学者用大

量篇幅介绍了本国执政党在这方面的做法及其经验与教训 。

中 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研究员 以
“

共产党如何防范蛻化变质
”

为主题作了

发言 。 他提出 ， 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 、

“

资强我弱
”

的历史时期 ， 共产党如何防范 自

身蜕变和政权变色 ， 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考验 。 社会主义国家一是要高度重视从思想

上建党 ， 防止指导思想改旗易帜 ， 防止指导思想的分裂和对立 ；
二是要夯实思想防线的物质基础 ，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利用市场机制壮大公有制经济 ， 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固提

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 而保证上述工作落到实处的关键在人 ， 即保证
“

关键的少数
”

干部不出 问题 ，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干部队伍的教育工作 ， 包括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开展舆论斗争 、 保证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等 。 中 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陈志刚研究员介绍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革 ， 包括重建政治局常委会

的权力结构 ， 由分权转变为领导小组的体制集权 ；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 自上而下推进党的建设 ；
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重要依托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三个方面 。 中央编译局 、 复

旦大学 、 武汉大学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其他学者还介绍 了 中 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

经验、 中 国共产党处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共产党的党内 民主建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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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条件 下如何提高 党 的执政 能 力 和 国 家 的 管 理 能 力

情况 。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所长阮才东副教授在主 旨报告中提出 ：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权力

来 自人民 ， 为 了人民是其唯一的宗 旨 ， 而党对政治的领导最重要的是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 然而 ，

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 ， 易于产生诸如滥用权力 、 不民主 、 不透明 、 贪污腐败 、 宗派主义等等消极现

象 ， 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杜绝 ， 共产党将可能失去民心 ， 偏离最终 目标 。 越南共产党认为 ，

干部工作是最为紧要的问题 ， 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决定因素 ， 是党的建设工作的关键 。 因此 ，
不断革

新和提高党员干部的业务素质和道德修养 ， 使之具备领导能力 、 革命道德 、 组织纪律 、 团结精神 ，

尤其是能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 真正成为社会精英和 国家的栋梁 。 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黎德胜

教授作了题为
“

革新干部工作 、 建设骨干干部战略是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 的紧迫要求
”

的

报告 ， 提出 ： 越南革命的实践证明 了胡志 明主席
“

干部是所有事情的根本
” “

任何事情的成功或者

失败都是由干部的好或坏决定的
”

判断的正确性 。 他还介绍了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越共中央十一届十

一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越共十二届 中央委员 、 中央政治局委员 以及总书记 、 国家主席 、 总理和 国会主

席等国家领导人的具体标准 ， 认为这些标准是越南革新 ３０ 年来的干部选拔工作的经验总结 ， 也是今

后选拔干部的标准 。 越南的其他学者还从扩大党 内 民主和社会民主 、 革新党的领导与政府的管理之

间的关系 、 发挥政治一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等方面提出改革党对国家的领导的各种方式和途径 。 越

南学者尤其强调 ： 党必须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活动 ， 接受人民 、 政治一社会组织 的监督 、

检查和质询 ； 党的路线方针必须经过法律程序转化为国家的法律 、 政策 ， 并通过国家系统中 的党员

干部加以贯彻和落实 。

老挝学者在会上详细介绍 了老挝人民革命党的性质 、 思想路线 、 组织原则和最终 目标 ，
以及当

前人民革命党面临的问题及相应的改革措施 。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丰沙旺 ？ 翁成

在题为
“

建设和发扬党内民主
”

的报告中提出 ： 民主集 中制 、 集体领导 、 个人负责是人民革命党的

基本原则 。

“

集中
”

是党的一条严格纪律 ， 体现在党的所有活动都要按照党提出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作出 的决议统一行动 ， 体现在党在组织上的统
一和党对各个领域的领导权的统一 ；

“

民主
”

则是要

发挥集体的创造性智慧和当家作主精神 ， 是党内 团结一致的保障 ’ 尤其是要保障各级党的统一领导 。

人民革命党以 民为本 ，
目标是建设属于人民 、 来 自人民和为了人民 的党 ， 以 民为本就是要走群众路

线 ， 忠诚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 依靠群众并通过群众运动来建设和发展党 。 人民革命党认为 ， 批评和

自我批评是党建工作 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 是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 目 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和

人民交给的任务 ， 履行好党员干部的本职工作 。 老挺国家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优尼科
？ 思

帕索认为 ，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革新党的领导方式 ：

一是路线的正确性与战术的灵活性 ；
二是重视党

内 团结 ， 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 ；
三是密切党与各族群人民群众的关系 ， 绝对地相信和依靠群众 ； 四

是注重各级干部的政治 、 思想 、 专业知识、 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教育和培养 ；
五是不断提高

各级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 ，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
六是必须加强干部下到基层去锻炼和了解情况 。 老

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赛克汉 ？ 蒙 ？ 马尼旺博士在
“

党和 国家的关系问题
”

发言 中提出 ： 党与 国家的

关系体现在二者的职能中 。 其中 ， 党的任务是领导国家 ， 而 国家则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方针来运行 ；

国家的任务是把党的路线和主张落实到实践中去 。 此外 ， 还有老挝学者在发言中强调要警惕和抵制

西方 和平演变
”

图谋 ， 加强党对国 内媒体的控制和管理 。

综观三国学者的观点不难看出 ， 大家一致认为 ， 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党的领导 ， 当前条件下必

须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 与此同时 ，
三国学者对于如何发挥执政党的作用的观点有所不

同 。 其中 ， 中国学者更多地强调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 组织建设、 制度建设、 作风建设和党风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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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设 ， 以提髙党的领导能力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 越南学者更多地关注如何革新党对国家

的领导方式 ， 如何加强党内和社会民主 ； 老挺学者则更强调党内 团结 、 民主集中制和加强同人民群

众的联系等 。

二
、 社会主义经齐体制 ：

如何处理政扁和中场 的 兵 糸 仍 禽採付

中 、 越 、 老三国都把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 目标 ， 如何处理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问题在本次研讨会上引起学者们的强烈关注 。 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 《 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强调 ：

“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 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

越

南和老挝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定向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 目标 ， 然而如何处理市场机制与政府的作用

问题依然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上都未能解决好的问题 。

中 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潘金娥研究员在题为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抑

或较量 ？ 

”

的报告中 阐述了 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 并介绍了 当前中 国学者的不同观点 ，

弓 丨起了与会学者广泛的兴趣和讨论 。 实际上 ， 在越共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即将于明年初召开的新一届

党代会已将此问题作为重要议题的背景下 ， 越南和老挝理论界正对此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

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阮氏兰香博士在报告中提出 ， 自越共九大确立社会主义定向 的市场经济

体制以来 ， 越南经济发展成绩显著 ， 越南已成功地从最不发达国家上升为中等收入国家 。 然而过去

几年来 ， 越南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 出现了 国有企业亏损 、 贪污腐败和利益集团出现 、 贫富分化

差距加大等问题 ， 如不加以解决 ， 将严重打击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 甚至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

稳定 。 社会主义定向 的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的管理 ， 然而 国家对市场干预的程度 、 方法和范围如何

把握 ，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 与其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 的是 ， 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要发挥稳定宏

观经济 、 保证经济运行效率等经济职能以外 ， 还需要发挥好利益协调的作用 、 保障每个公民都能享

有发展机会等社会 目标 ， 如何同时发挥好上述职能 ， 是当前越南社会主义定向 的市场经济面临 的重

要挑战 。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冯旺斯 ？ 老冯博士在题为
“

国家在管理和发展现代经济中

的作用
”

的报告中介绍了老挝的国家管理体系 、 自 １９８６ 年实行革新以来所取得成就 、 当前老挝实行

社会主义定向 的市场经济的一些具体措施和问题。 其中 ， 国家对经济管理的任务体现在几个方面 ：

一是颁布市场经济的相关政策并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的参与 ；
二是投资基础设施 ， 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

三是发展科技 ， 鼓励科研活动和可持续发展生产 ；
四是对货币金融市场进行管理 ， 鼓励进出 口

；
五

是对劳动力进行管理 ， 均衡各地的劳动力需求 。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 老挝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 人

均 ＧＤＰ 从 １ ９８６ 年的 １ １４ 美元上升到 ２０ １４ 年的 １６７ １ 美元 。 与此同时 ， 老挝经济制度仍不完善 ， 法律

系统不健全 ， 市场机制带来了欺诈 、 打压 、 混乱等消极现象 ， 贪污腐败、 贫富分化等问题越来越严

重 。 如何发挥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和管理作用 ，
也是老挝面临的紧要问题。

综观中 、 越 、 老三国学者的发言可见 ，
三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改革都已经取得了显

著成就 ， 但还不完善 ；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 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 、 发展不平衡 、 环

境污染和贪污腐败等问题 ，
而当前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紧要问题。

除了集中讨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问题外 ， 各国学者的发言还涉及党政关系 、

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等问题 。 越南 、 老挝学者尤其对我国提出 的
“

国家治理
”

理念表现出浓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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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 ， 对我国 当前反腐工作大加赞赏 。 越南学者认为本国 的反腐力度远远不如 中 国 ， 他们倾向于扩

大和加强党 内 民主和社会民主 ，
通过提高社会和舆论的监督来达到防止腐败的 目 的 。

三
、 社会主义玫革 ｇ 柘 一玫

，
发展道路呈现差异牲

樊建新研究员在闭幕式上对本次论坛作了总结 。 他认为 ， 这次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办得很成功 ，

三国学者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的管理能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 他就讨论中 的不同

观点进行了总结 ， 并阐明 了 中 国学者的观点 。 他说 ， 首先 ， 处理好党政关系 ， 目 的是要加强党的领

导 ， 而不是削弱甚至抛弃党的领导 。 其次 ， 在社会主义国家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问题 ， 更核心的是

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如何有效结合的问题 。 再次 ， 执政党建设要抓住
“

人
”

这个核心问题 ， 防止出现

苏共
“

雅科夫列夫
”

那样的人物 。 最后 ， 共产党执政要把当前工作任务和共产主义远大 目标衔接起

来 ， 而不能背道而驰 。 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文德教授也表示 ， 我们三国 的改革和革新的 目标是

一致的 ， 但思路和实践并不完全相同 ， 而所有的理论和思想 ， 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知道究竟孰

是孰非 ， 因此这种差异性还有待实践过程的检验并作出判断 。 老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蓬 ？ 本纳迪

表示 ， 中 国和越南走在社会主义改革和革新的前面 ， 老挝的社会主义革新刚刚开始 ， 中 国和越南的

经验值得老挝学习和借鉴 。

综上所述 ， 由于中 、 越 、 老三国执政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

则 ， 因而党的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改革所要达到的 目标是一致的 。 与此同时 ， 各国也强调 ， 应结合

当前条件和本国的具体情况 ， 不断对改革的实践进行总结 ， 探索出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和步骤 ，

因而越来越体现出 自身的特点 。 这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的观点 。

（ 作者单位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 马 克 思 主义研究 院 ）

（ 编辑 ： 谭 晓军 ）

（上接第 ２８ 页 ） 思想的指引下 ， 将毛泽东的
“

抗战公式
”

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 进而取得了抗 曰

战争的伟大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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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 。

［
３

］ 周长明 ： 《毛泽东在抗 日 战争时期争取外援的思想和策略》 ， 《毛泽东思想研究 》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

［
４

］ 魏建国主编 ： 《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２０ １２ 年 。

［
５

］ 新华 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 ： 《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 ：
１９３ ８

－

１ ９４
＊

７ 年代论集》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１９８６ 年 。

（ 编辑 ： 张 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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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条件下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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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届
“

社会主义 国 际论坛
”

主 办 ： 越 南社会科学翰林院

老挝国 家社会科学 院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马 克思主 义研 究 院

承办 ： 越 南社会科学瀚林院哲 学所

越 南
． 顺化 ２ ０ １ ５年 ７ 月 １ ２ 日

一

１ ６ 日

ＶＡＶＡ ＩＴＲ〇ＱＵＡＮＬＹＣＵＡＮＨ ｉ＾ＶＡ ＩＴＲＯ〇ＵＡＮＬＹＣＵＡ ＮＨ ＃Ｔｎ扣

ｔｒｏｎｇＢｄ ｉｃａｎｈ ａｖｉ ｄ ｆ ｉｔｒｏｎｇｂＯ
＇

ｉｃＡ ｉｍｈ ｉｖｉｄ ｉＧＨ 『Ａ奢真说
费

中 ｒ越筏《闺 团苌樊建新 ：中 、 老代表团 团长樊建■ 、

＇ ＇

羊 国在嵙１乌１思±义研究院

范文德互赠纪念品坎蓬 ？ 本纳迪互赠纪念品副 院长 樊建新

ＳＭＭ ｚ^ ［，ｍ

ＷＭＢＵＨＨＫ＆Ｈ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季正聚菱汉买辜１竟蒼ｉｉ學院院长中 Ｓ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佘双好研究员 潘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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