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新时代

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
——— “第八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综述

谈社义

2021 年 12 月 20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 ( Lao Acad-

em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ciences，原名老挝社会科学院) 和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 ( Vietnam Acade-

my of Social Sciences，原名越南社会科学院) 共同主办的“第八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以视频会议

方式在中国北京、老挝万象与越南河内同期举行。论坛主题为 “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本届论坛由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承办并在万象设立主会场，论坛北京分会场与河内

分会场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承办。来自中国、老

挝及越南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 “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及 “经济发展与

文化繁荣”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教部和古巴共和国驻老挝大使馆官员

也出席了会议。

论坛开幕式由本届论坛承办方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副院长吉乔·占塔布里 ( Kikeo Chantha-
boury) 主持，来自老挝、中国和越南三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分别致辞。老挝社会与经济

科学院院长宋塔努·塔马旺 ( Sonethanou Thammavong) 博士在致辞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社

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历史使命，是伟大、深刻、全面、曲折和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

建设中，社会主义国家应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交流互鉴，共同应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风险与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研究员

在致辞中指出，社会主义国际论坛自 2013 年创立以来，聚焦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

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时代进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等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为社

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与社科界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思想交流与理论互鉴提供了重要的学

术平台和宝贵的学术资源。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克服重重困难，保稳定，促发展，谋未来，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的使命担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把符合本国人民根本利益和

发展需要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价值遵循，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

论与实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两制交锋中，社会主义国家唯有团结互信、同舟共济，才能实现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邓春青 ( Dang Xuan Thanh) 博士在致辞中指出，百年来社会主义国

家的制度探索虽然遇到了诸多困难，但社会主义仍然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当今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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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仅要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应不

断探索和创新更加多样的、符合各国特定条件的发展道路。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为经

济发展提供资源和动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

学研究人员的重要使命。

1． 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辛向阳研究员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创造

人民美好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要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

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研究员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阈中，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六个方面的主要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式现代化是充分体现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的现代化。中国推进以人民

为中心的现代化，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人类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樊建新研究员指出，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

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和谐安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是人民民主本质的重要实现方式，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

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崭新的民主形态，具

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评论》副主编阮氏兰香 ( Nguyen Thi Lan Huong) 立足

越南基本国情，对越南在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打造共识社会的主要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强

调了党的建设、政治体制建设和政治社会团体建设对统合群体利益、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意义。

老挝社会与经济 科 学 院 宏 观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研 究 中 心 执 行 主 任 拉 达 万·宋 韦 来 ( Latdavanh

Songvilay) 就促进经济增长与包容性社会发展问题作了发言，重点阐释了老挝促进包容性增长、寻

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及举措。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波万·维拉萨 ( Bouavanh Vilasak) 围绕人民群众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创造潜能的问题，介绍了老挝在经济发展中通过建立健全法治机制、发扬人民

民主，激发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室主任部西·冯塔旺 ( Bounsy Phoutthavong) 阐

述了老挝人民革命党致力于赋予人民权力、确保公平正义的举措，总结了老挝维护人民民主与社会

公平正义的经验与不足。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民族研究室主任塔潘尼·彭坎西 ( Thatpany Phengkhamsy)

聚焦发展中的平等问题，重点阐释了老挝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的基本政策。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所所长阮才东 ( Nguyen Tai Dong) 主持了该单元的讨论。

2． 关于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为民研究员指出，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对 “共

同富裕”的认识不断深化，并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阶段性目标。寻求共同富裕应遵循客观经

济规律，不断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并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和化解相对贫困的

长效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曾宪奎副研究员认为，中国的新发展格局是在国内外经济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为适应新发展阶段、把握发展先机而提出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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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发展格局须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和提升供给效率，从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社会学研究所阮德占 ( Nguyen Duc Chien) 副教授就越南经济增长与农村发展

问题作了发言，介绍了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历史性进步，并对制约越

南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代理所长坎访·米拉旺 ( Khamphanh Milavong) 重点介绍

了老挝农村扶贫脱贫工作的经验、成效及问题。他指出，尽管老挝脱贫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

农村的基层治理工作仍有待加强。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苏力有·乔侃占 ( Souliyo Keokenchanh) 指出，自革新开

放以来，老挝私营经济在优化国家经济结构、推动科技创新、满足市场需求、创造就业及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引导、规范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应优化市场法治环境，

强化私营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民族品牌自主创新。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社会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坎否通·韦兹拉西 ( Khamphouthong Vichitla-
sy) 指出，自革新开放以来，老挝就业率不断提升，劳动竞争力有所增强。未来，老挝将高度重视

劳动力健康水平，着力改善劳动力知识结构，并大力培养高科技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潘金娥研究员主持了该单元的

讨论。
3． 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

老挝社会与经济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苏散·赛亚旺 ( Somseng Xaiyavong) 指出，自革新开放

以来，老挝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市场经

济的发展也给老挝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例如市场经济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与老挝文化传统存在相

斥的现象。目前，老挝主要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未来，老挝计划通过培养高科技人才，推动知

识经济、智慧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文化研究所所长阮氏芳珍 ( Nguyen Thi Phuong Cham) 指出，文化遗产是具

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精神物质产品，是一国文化基因的体现和延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

国应尊重世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并深入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期实现文化遗产

保护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共十三大提出，经济应与文化协同发展，经济社会投资应与文化投

资齐头并进。未来，越南将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文化遗产的社会经济价值，使文化

遗产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之源。

吉乔·占塔布里博士主持了该单元的讨论。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还就社会主义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与挑

战、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与评价体系的具体路径、中老铁路建成的历史意义等

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交流。老挝学者充分肯定了中老铁路开通对于老挝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意义。

在论坛闭幕式上，吉乔·占塔布里博士作了会议总结。根据三方商议，“第九届社会主义国际

论坛”拟于 2022 年召开，由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承办。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编辑: 荀寿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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