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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革 ( 革新) : 回顾与展望
———第四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综述

汤志华 刘晓华

2016 年 11 月 1 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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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挝国

家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协同创新

中心承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协办的 “第四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在广西桂林成功召开。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邓纯东教授和副院长樊建新教授、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

所长阮才东教授、老挝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方习·老峰博士和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梁宏教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委员赵勇富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邓纯东指出，本次论坛以 “社会主

义改革 ( 革新) : 回顾与展望”为主题，学者集中对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和现状进行探讨，有

利于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来自中国、越南、老挝三国的 10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

“社会主义改革 ( 革新) : 回顾与展望”的主题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与交流，其中 30 余位

专家学者进行了大会发言。

一、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保障和政治前提:

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越南和老挝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党 ( 老挝称之为人

民革命党) 的领导。因此，三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都强调要确保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

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

在围绕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上，各国学者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中国人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秦宣教授以 “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为主题进行了大会发言，他从经济社会形

态、主体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和交往社会形态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了多

维度分析，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正确认识本国所处的

历史方位，在改革 ( 革新) 的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广西师范大学钟瑞添

教授以“论马克思主义之‘用’”为主题进行的发言，从不同层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价值，

有力回击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或“无用论”等错误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

践意义体现在五个方面，即: 指导一切科学领域的科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圭臬，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破解不同区域发展困局的理论工具，指导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科学。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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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孙应帅副研究员、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正学教授则分别从宏观和

微观两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观点对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指导作用。

党的领导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在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面，越南承天—顺化省宣教部部长阮泰山指出，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

世界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局势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的

情况下，更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广西师范大学汤志华教授则从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角度，阐述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在思想上从严治党，也强调在制度层面从严治党，强调通过国

家法律和党纪党规来加强制度反腐。吉林大学陈松友教授提出要从党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出

发，以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引领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老挝社会科学院组织局局长恩高·习巴色博士以

“老挝革新公务员职工干部事业”为主题，论述了人民革命党建设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员队伍

的建设，强调党员是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中介，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成败取决于执政党

是否能够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员素质，在社会主义改革中要加大对党员的培训力度。老挝社会科

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卡盘·拉米翁博士以“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方法革新”为发言主题，通

过界定何为党的领导、总结党的领导成就以及明确党的领导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党建工作的改革

( 革新) ，提出了党建工作改革的六大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发

展社会民主、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增强民族自信，进而使人民革命党学会和善于全面领导和把握

全局。

中国、越南和老挝三国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或革新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巩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但是中国学者更为注重的是对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与运用，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而越南和老

挝学者侧重于通过加强执政能力的培训，改革和创新党的领导方法。

二、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实践: 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领域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越南和老挝都把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因此，三国学者对如何推进经济领域的改革、各自取得了哪些

经济发展成就和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格外关注。

北京大学孙蚌珠教授以“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消除贫困”为主题进行大会发言。她强调，改革

开放的最大历史功绩体现在中国通过不断改革和发展，最终消除贫困。孙教授概括了 1978 年以来中

国在改革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消除贫困需要兼顾的六大关系: 发展经

济与消除贫困的关系、经济发展阶段和消除贫困的关系、产业和城市化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关系、政

府和市场以及社会力量的关系、关注贫困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总结扶贫过程中的具体经验。中国社

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张福军副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对 “两个毫不动

摇”的全面坚持。

越南和老挝学者介绍了各自国家经济革新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阮才东教授以“越南革新开放 30

周年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民主化的问题”为报告主题，通过对比分析 1986 年－2015 年各个历史阶段的经

济发展速度，总结越南 30 年革新开放的伟大成就和特点就是逐步实现经济民主化和经济体制法制化，

概括了越南革新开放发展经济民主化的六大原则是: 保障人民富裕的权利、消除经济特权和独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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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监督体制、体现公开透明、注重社会公平、民主制定经济政策。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副教授

阮嘉诗作了“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的主题

发言，将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进行考察，一是在越共六

大以前关于市场思想的初步形成; 二是 1986 年－2001 年，越南对市场运行的框架和体制进行革新，形

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 三是 2001 年－2006 年，市场由工具性质和管理机制转变为资源配置的基

础; 四是 2006 年－2015 年，则是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延续和完善阶段。

老挝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宋森·赛雅翁以 “老挝市场经济建设与社会文化: 成就与挑

战”为主题进行大会发言。他指出，在将近 30 年的革新历程中，老挝不断推进民主主义制度的建设

进程，逐步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习·老峰以“老挝经济革新与挑战”为主题进行了大会

发言，他通过对一系列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革新开放加强了老挝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促

进了所有经济成分的发展，解决了极度贫困问题，提高了老挝的国际地位和加强了老挝人民建设祖

国的凝聚力。

从三国专家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到，中国、越南和老挝三个国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

改革的目标都是为了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最终实现国强民富。

三、社会主义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中、越、老三国在社会主义改革 ( 革新) 开放 3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

逐渐摆脱了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困境。但是，在现实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问题。三国学者重点关注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腐败问题、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发展

不平衡、公平与效率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等挑战。

山西财经大学王素萍副教授以“分配公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为主

题进行大会发言，强调了分配公正的重要性。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陈氏雪以 “当前越南革新进程面

临的挑战”为题，强调革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越南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面临巨大挑战和严重危机，即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经济落后、官僚腐败问题。

阮嘉诗认为，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的问题，需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必

须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需要制定科学透明的管理制度以及实行按劳分配和加强社

会福利等组织制度。

方习·老峰指出，老挝在革新过程中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国家领导干部缺乏对市场经济的科学

认识; 二是缺乏与时俱进的经济发展政策，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三是在经济运行方式上仍存在

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 四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而老挝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代理主任欧展·

展通习博士则具体研究了老挝国有企业革新的成就与挑战，指出老挝国有企业在革新过程中存在以

下问题: 一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有企业数量不断下降; 二是缺乏系统化、专业化的国

有企业管理体系; 三是缺乏调动有利因素的积极性; 四是法律法规不完善等。

虽然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具体做法和具体路径不尽相同，但是三国学者都认为，在社会主义

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公平与效率、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共性问题，

需要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交流合作、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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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国家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径: 探索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

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改革创新道路。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潘金娥研究员以 “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 发展路径与理论创新的

异同”为题进行大会发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变革的具体实践方面，她对中国、越南、古巴、老挝和

朝鲜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改革的具体措施进行比较; 在社会主义国家变革的理

论创新方面，对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南的“胡志明思想”、老挝的 “凯山·丰

威汉思想”、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和何塞·马蒂学说”、朝鲜的 “金日成—金正日主义”

等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强调这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路径和理论创新存在差异，为马

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的科学论断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武汉大学佘双好教

授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不断探索，明确了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如何将社会主义与市场实现更好结合的理论

与实践。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杂志原副主编邓有全以 “越南共产党对于国家发展战线的新理论思

维”为主题进行大会发言。他指出，跨越式发展是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路线。越南的跨越式

发展并非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既抛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统治地位，又有选

择性地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

宋森·赛雅翁强调改革要将发展经济和保护本土文化相结合。他指出，老挝的革新开放虽然是

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是老挝十分注意保护本土文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以社会文

化促进经济革新。

此外，中国社科院杨建民研究员、贺钦博士和广西大学王承就教授还分别对古巴社会主义改革

状况进行了论述。中国社科院袁振东研究员、荀寿潇助理研究员和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群教

授则分别介绍了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朝鲜劳动党理论本土化和实践的最新变化以及南亚国家

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最后，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教授在闭幕式上对本届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

樊建新教授指出，本届论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大会发言交流既有对本国改革情况的介绍，也

有深入的理论分析; 既有对社会主义改革共性的研究，又有对社会主义改革 ( 革新) 的个性特色关

注; 既有思想上的共鸣，也有学术观点的争鸣。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一

个根本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那就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如同 “月

映万川”一般，一轮明月，印象万千。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社

会主义才能呈现出勃勃生机。

( 作者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编辑: 张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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