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
——— “第六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综述

尹 峻 俞路曦

2018 年 6 月 2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浙江工业大学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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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的 “第六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

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等 62 个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媒体的 14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以“新时

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为主题，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态势”“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和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三个议题

展开研讨。

一、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蔡袁强，浙

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先后致辞，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李昌祖主持了开幕式。邓

纯东在主题发言中，围绕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分别从高度、深度、宽度对其进行了全面

分析。他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整体出现好转，正在复苏，但运动本身还是困难重重，充满曲

折; 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会呈现多样模式并存态势，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从中受到的最大启发就是要走符合本国特色、本国历史文化特点的道路，不

能简单地照搬某一个国家的模式。他认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党合作、国家间合作的科学思

想，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加强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平等交流，积极开展新形势下的形

式多样、务实有效的合作，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对推动整个人类的进

步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必要的。

蔡袁强在致辞中结合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科所取得的学术科研成果，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术交流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前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先春在致辞中梳理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并认为这个成绩应成为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榜样，甚至应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榜样。他在强调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研究的重要性时，指出应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中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挑战和前景，为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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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启示

会议特约嘉宾和与会代表围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表演讲。

针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嘉宾演讲指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现出 “新”的变化，这种 “新”尤其

体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研究员柴尚金将国外共产主义运动的

“新”概括为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上的派系林立、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的教条式争论。这是由于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的体制困境、西方同盟的分裂、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的盛行以及发展中国家“向东看”的趋势等方面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余维海将

这种“新”概括为七种类型，即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发展型、列宁主义的传统革命型、西方民主化倾

向型、西方马克思主义型、民族主义本土特色型、托洛茨基主义型和霍查主义路线型。山东大学教

授崔桂田通过分析生态、格局和力量上的“新”变化，指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主题正是中

国社会主义的内涵式发展。云南大学教授袁群通过分析尼泊尔左翼联盟在 2017 年大选中获胜的原

因，提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应该发挥智库作用。

针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与会者主要聚焦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成绩。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郭春生通过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次改革浪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

位为 1978 年开始的第二次改革浪潮的开创者、引领者和坚守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姿态坚定了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革新道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轩传树强调，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最好方式是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直面当前国内外各种疑问和期望，将

社会主义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将“四个伟大”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法宝，让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引领作用，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进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

义的伟大复兴。

同时，嘉宾代表阐释了中国当前的成绩与经验。中国电信集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邵春保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绩，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而 《共产党宣言》从三

个方面为此提供了科学依据，即无产阶级领导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天然相伴，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

党的领导的能动作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是最本质的特征。中

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楼胆群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

观点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满足这个要求，就要努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金娥结合

中美贸易战的背景，提出美对华贸易战只是其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第一步棋，除了经济战线以外，

美国还会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三个战线围堵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应做好全面应对准备。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

在分论坛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本次会议的关键论题。与会学者一致

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浙江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教授张国宏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的精神动力包含五个核心观念，

即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中国梦的使命、忧患意识和对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关切。东北财经大学副教授杨志平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辩证思维包含经济态势、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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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和创新双轮驱动四个方面。浙江工业大学吕佳翼博士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揭示为三重尺度，即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明。浙江工业大学教授邢乐勤认

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主张的党内监督思想。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和《共产党宣言》 ( 以下简称 《宣言》 ) 发表 170 周年”成为此次

会议的热点论题。十余位学者围绕 《宣言》的时代价值、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以及中国共产党对

《宣言》的运用与发展展开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应帅指出，依据 《宣言》所提出的 “时

代经济方式和社会结构变迁”观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在经济上坚持共产主义原则，在社会结构

上不能脱离群众和实际。中共吉林省委党校教授张彬依据 《宣言》，将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依据和中国梦的理论支撑。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副教授马彬认为，《宣言》的唯物

史观、“两个绝大多数”“自由人联合体”分别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依据、政治

立场和价值旨归。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罗许成主张，《宣言》的内在逻辑是以斗争为理论工具，以

领导为实践目的的。浙江工业大学杜宪升博士认为，《宣言》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根源

于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信念。

围绕“国际共运发展新态势”这一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讨论主要聚焦于国际共运的理论、现

状和出路。针对国际共运现状，厦门大学副教授吴茜指出，当前东欧左翼政党的政治颓势根源于新

自由主义、多党代议民主模式以及民粹主义的影响，而出路在于东欧左翼政党要代表民众利益、突

破西方政党政治和加强全球左翼力量团结。同时，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及其实践为国际共运指明了方向，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回归社会主义本身的价值，世

界各国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展理论和制度创新，通过发展获得自信。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海霞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塑造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这体现了兼济天下的中国情怀。围绕发展问题，云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方文

阐释了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即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实现对自然力的适度

开发和利用。

这次会议在“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这一会议主题上形成三点学术共识。首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又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

供有价值的理论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积极宣传这一思想，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宣言》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根基。

只有将《宣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实践路径植根于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

适应中国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逻辑的统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 《宣言》的理论实质，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最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复苏，但道路仍然艰难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世

界社会主义复苏的主要动力，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积极态势。同时，与之相应的

是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涣散、分裂，甚至许多左翼政党面临困境。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

有责任提炼好中国的理论，总结好中国的经验，阐述好、宣传好中国的故事。

( 作者单位: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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