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发展
——— “第九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综述

马丽雅

2021年 7月 3日，第九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 ( 2020—2021) 》

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 2020) 》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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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视野大格局大

趋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课题组、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外社会主义比较”团队承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 ( 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编辑部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苏州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 9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院长姜辉研究员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玉梅研究员分别致辞，其中，姜辉的致辞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教授代为宣读。与会学者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发展”这一主题，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经验与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新态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讨。

1． 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经验与影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与会学者认为，要通过学术讨论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形成的
规律和经验的把握，在新的征程上作出新贡献。

姜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自觉开拓者，也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创新

发展的有力引领者、重大贡献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向世界范围传播，为世界社会主义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玉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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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旗帜标杆。

林建华指出，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显微镜、广角镜，以悠长的历史
观、敏锐的洞察力、宽阔的世界观，厘清来时的路，把握现在的路，远眺未来的路，把握历史的主

动。以“四史教育”为例，社会主义发展史具有基础性、贯通性、引领性作用，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都是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丰硕的成果作出新贡献。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刘靖北教授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马克思主
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既坚持了 “老祖宗”，又讲出了许

多新话，为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王公龙教授认为，我们党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节点，

都能比较好地把握历史机遇、保持历史主动。我们要继承发扬优势，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
判断历史机遇，从国际国内互动关系中积极寻求机遇，通过改变既定思维方式主动塑造机遇，在瞬

息万变的形势中把握机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建国教授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
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以新型政党制度整合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分化，坚持用举国体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现
代化的未来依然需要考虑如何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和作用，推进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曹泳鑫研究员认为，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中国
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走向辉煌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李海平教授指出，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

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结论。坚守价值取向的道义性，让人民
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史上、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社会主

义必须坚守的价值取向。
2．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态势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相互交织，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与会学者认
为，应及时把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和动态，对其发展趋势作出研判。

教育部原社科司司长、中国人民大学奚广庆教授指出，中国是新兴经济体的第一大国，新兴经

济体的崛起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现代社会主义的变革尤其体现在新兴经济体层面。

从世界发展大势和国际格局来看，新兴经济体是我们自身发展与推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同盟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柴尚金研究员认为，从力量变化现状看，当前国外共产
党总体上处于稳定发展时期，但各党的力量发展不平衡。以发达国家为例，英国共产党、葡萄牙共

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发展态势较好，而其他国家个别共产党在极右翼政党的夹击下，处于边缘化

状态。

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学院) 科社部胡振良教授认为，现代化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揭示了民族复兴、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这三个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
和规律。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特殊地位、中心作用和世界意义。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许宝友研究员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看，初心不是容易得到
的，其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守正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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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以丰富的内容呈现出新态势。与会学者认为，应深刻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充分
把握其曲折性和前进性。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学明教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其依据主要有
三点，即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是制度性的，苏东剧变不是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中
国这些年取得的成绩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山东大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崔桂田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无论是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初心和探索、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夺取政权的革命和践行国家的自立，还是社会主义的
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谱写了最华丽的篇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征
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涵和形式也发生了新变化，进入新境界。

山东大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郭春生教授指出，社会主义改革最早可以也应当追溯到列宁，

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改革。我们拿今天比较严格的改革标准来判断列宁的新经
济政策，每一条都是符合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李瑞琴研究员认为，苏东剧变 30 年
后，苏东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得到恢复重建，基本力量还在，有的政党成为本国议会党，有的政党
成为本国主要领导力量。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余维海教授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 100 周年的
纪念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延续性、渐进性、周期性的运动，这表明了纪念活动的必要性。在近年
的相关活动中，国外共产党不仅显示了极高的参与度和组织热情，而且趁势澄清理论认知，提高了
组织凝聚力，扩大了影响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文献研究院郝宇青教授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天的资
本主义社会，信息革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从而必然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产生影响。目
前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社会、政治、文化危机是否是资本主义消亡的先兆，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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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钦副研究员指出，2021 年朝鲜、

老挝、越南和古巴四国执政党分别召开党的八大、十一大、十三大和八大，围绕本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成就与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总体步入制度探索的稳定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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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会议时指
出，为更好地把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学术界在追踪相关焦点热点问题时，需关注社会
主义国家最新的发展动态，特别是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的最新动态。此外，还应关注其他各国的共产
党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以更为全面地研判 21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轩传树研究员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尽管与会学者
研讨时在问题设置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但研讨的立足点是基本一致的，即在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中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宝贵经
验和现实方位。这一立足点既决定了本学科的独特价值，也对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 编辑: 荀寿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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