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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新时代” 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开拓性引领∗

吴宏政　 杨盼悦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仅是中国的新时代， 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开拓性地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 之于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体现在它对 ２１ 世纪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性引领； 体现在对世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余年的新时间方位、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力量”

的新空间方位以及世界格局 “东升西降” 的新态势方位的开拓性引领； 体现在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世界社会主义新图景的开拓性引领。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明确指出：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在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

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① 这一论断不仅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更蕴含着 “新时代” 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开拓性引领。
从世界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审视 “新时代”， 就能获得其所承载的更为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 “新时代” 对 ２１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性引领

社会主义运动从来都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运动中发展的。 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一方面表

现为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不断提出新理论， 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

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实践上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 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新发展。 其中，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

指导， 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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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２０２０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坚持和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

优势研究” （２０ＡＺＤ００８） 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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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开拓性引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也是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 这一界定不仅强调这一思想成果的时间坐标， 还在本质上强调这一思想成果

是对 ２１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性引领。 这当然不是否认世界上还有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

创新和发展， 而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 在实现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面具有开拓性引领作用。
历史发展证明： 是否有新思想诞生， 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取得了新进展的重要依据。 正

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才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有了列宁主义， 才有俄国十月革

命的胜利； 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以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① 为指向的无产阶级革

命才能取得成功； 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理论， 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翻开了新时代的篇章。 所有这些都表明， 在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每一次科学社会主义重大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的取得， 都离不开新

的思想理论的诞生及其科学指导。 这就意味着， 判断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取得实质性新进展的一个

必要条件就是新思想、 新理论的诞生。
按照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原理， 思想总是源于实践， 又反过来引领实践。 一种新思想的诞

生， 一方面离不开现实， 另一方面又总是力图超越现实， 从而获得了引领现实的功能。 这里必

须要承认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独特贡献。 在面对同一现实条件时，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创造出

新思想， 只有那些具有人类情怀、 能够深刻洞见历史趋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才能创造出新思

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 明确指出： 习近平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

者”②。 这就意味着， 新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 “集体智慧的结晶”， 另一方面也要依靠思想家和

理论家的独特创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一次新的理论飞跃， 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人 “集体

智慧的结晶”。 但在这一集体中， 发挥主要作用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必然成为该思想理论的 “主
要创立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２１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

力，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③ 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世界社会主义才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方式在当代实现了新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拓性地引领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进程。 从世界社会主义的高度来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

系列新观念、 新概念、 新命题、 新论断、 新举措。 因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对 ２１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性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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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 《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４８ 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８ －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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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时代” 对世界社会主义新方位的开拓性引领

世界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它为实现人类理想的生存愿景， 在时间

和空间的坐标中分别经历了不同历史时代和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世界社会主义

的开拓性引领， 也表现在它把世界社会主义带向了新方位。

（一）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时间方位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时间方位， 是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世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① 这

一命题而得以明确的。 众所周知， 以 １６ 世纪托马斯·莫尔 （Ｓｔ.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 的 《乌托邦》 一

书问世为标志， “社会主义” 的思想传统就在欧洲形成， 并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 诞生了许多

以社会主义为理想的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包括 １６—
１７ 世纪的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闵采尔 （Ｔｈｏｍａｓ Ｍüｎｚｅｒ） 和托马斯·康帕内拉 （ Ｔｏｍｍａｓ
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ａ）， １８ 世纪的让·梅叶 （ Ｊｅａｎ Ｍｅｓｌｉｅｒ）、 摩莱里 （Ｍｏｒｅｌｌｙ） 和加布里埃·马布利

（Ｃａｂｒｉｅｌ Ｍａｂｌｙ）， １９ 世纪的昂利·圣西门 （ Ｃ. Ｈ.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 沙利·傅立叶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ｏｕｒｉｅｒ） 和罗伯特·欧文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ｗｅｎ）。 这些 １６—１９ 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充满了对

未来人类美好社会的 “想象” 而又无法把这一想象转变为 “现实”。 恩格斯曾对早期社会主义思

想的本质作过明确的概括， 指出它是 “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②。 尽管如此， 空

想社会主义还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西欧率先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

立到巴黎公社， 从 １９１７ 年俄国 “十月革命” 建立苏维埃政权到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艰难曲折又轰轰烈烈的 ５００ 年。 对 “世
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 命题的理论自觉， 蕴含着丰富而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直观上看， 这一命题

只是明确了世界社会主义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时间跨度， 但从本质上说， 它揭示了当代科学社会主

义所处的 “新时间方位”。
首先， “世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 这一命题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

终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

得的伟大胜利， 使具有 ５００ 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

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直接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有力地回击了科学社会主义 “终结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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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６６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４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３３ 页。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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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论” 的错误观念。
其次， 这一命题深刻唤醒了人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 中国共产党提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而言的， 而且

也是针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的。 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共产党人要始终坚持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行。 因此， 对 “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 的理论自觉， 具有引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努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

事业不断前进的重大意义。
再次， 对 “世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 的理论自觉， 蕴含着对这段历史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

的深刻反思， 进而具有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重大意义。 在这 ５００ 年中， 科学社会主义饱经沧桑，
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也经历过沉重的失败挫折。 越是充满艰辛挑战， 就越要以史为鉴、 开

创未来。 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始终提醒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光荣传统， 开创

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新局面。 特别是在今天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

继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取得新发展， 更需要一种来自 “世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 历史积淀的鼓舞。
最后， 也是最为重要的， 对 “世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 的理论自觉， 直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这一命题深刻提醒我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

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而且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是世界社

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 对 “世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 理论自觉， 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世界历史意义， 从而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世界社会主义所处新时间方位的

开拓性引领。
（二）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空间方位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 “三个 ７０ 年”①。 这 “三个 ７０ 年” 既是时间上的划

分， 同时也与空间上的划分相一致， 因而也可以看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变化历程。
首先，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于西欧， 因而西欧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 “中心”。

从 １８４８ 年到 １９１７ 年这 ７０ 年里，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引下， 英、 法、 德等国兴起了广泛的社会

主义运动， 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河。 因而， 早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无疑是在西

欧， 特别是以巴黎公社为标志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法国中心”。 西欧成为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的中心， 首先体现在当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潮都集中在西欧， 如英国的工联主义、 法国

的普鲁东主义、 德国的拉萨尔主义、 “真正的” 社会主义等， 每个国家都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不

同认识， 因而当时西欧社会主义流派林立。
其次， 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先后爆发， 如英国的宪章运动、 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等， 这些运动

性质各不相同， 有些是改良性质的， 有些则是激进的暴力革命， 但都以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
争取自身生存权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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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辉： 《大变局中的世界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论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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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时期西欧所处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地位。 １９
世纪中叶以前， 西欧就形成了各种工人组织。 “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成立标志着领导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的国际组织的诞生。 恩格斯说：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１８４７ 年的 《共产主义宣言》 中写在

旗帜上的理论原则， 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①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在 “第一国际” 的指导下， 世界各国纷纷兴起了社

会主义运动。 直到 １９１７ 年， 列宁领导 “十月革命” 取得胜利， 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 特

别是 １９１９ 年共产国际 （ “第三国际”） 的成立， 正式确立了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中心地

位， 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苏联， 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苏联

中心”。 从 “第二国际” 时期开始， 俄国涌现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其中普列汉诺夫早期

对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而列宁真正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
在实践方面， 苏联探索了社会主义模式并广泛被东欧国家和中国学习和模仿， “苏联模式” 也

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最有成效的典范。 与此同时， 苏联模式在向其他国家推广过

程中， 出现了与别国国情不相适应的情况， 暴露出诸多问题， 极大影响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

进程。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社会主义运动再次遭受了严重挫折。 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的 “苏联中心” 瓦解了， 由此也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质疑。
面对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 中国如何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 这一重大问题促使中

国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自觉地展开深刻反思， 中国思想界更加坚定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才能实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克服教条主义的唯一途径。
早在 １９７８ 年， 中国理论界就开展了以 “真理标准大讨论” 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 从本

质上说是探讨 “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同时，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为契机， 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 这一时期， 中国思想理论界也进入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活跃期， 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领域， 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为标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 就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

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 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②，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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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４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２６ 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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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
在实践方面， 中国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断扩大对

外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旗帜在世界上高高飘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中国力量” 更加彰显。
（三）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态势方位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 “新方位” 也体现在其发展的 “新态势” 上。 当前， 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呈现出巨大变化， 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

强。 由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之间原有的力量对比关系被打破，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

呼声越来越强烈， 这一切使国际局势呈现出极大不确定性。
这一大变局中最突出的一点， 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迅速崛

起。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 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 壮大了

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力量， 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新的繁荣。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

的对比发生了明显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 出现了 “东升西降” 的新态势。 这充分彰显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势。 相较而言， 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 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

的现实困境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 出现了 “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思潮” “强权政治”
等诸多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相背离的趋势。 这里所说的 “东升” 是指社会主义在指引人类实现

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西降” 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

出来， 并阻碍了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和平发展的 “大方向”。 这一 “东升西降” 国际局势的判

定标准， 就在于认清两种制度和两种文明中， 哪一种更加有利于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 显然，
有利于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制度是 “上升” 的制度， 而违背人类共同利益的制度则必然是

“下降” 的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说， “新时代” 开拓性地引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 “东升

西降” 的新态势方位。

三、 “新时代” 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图景的开拓性引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全部历史性成就， 都在实践上开拓性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图

景。 相较于西方国家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表现日益乏善可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开创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主张、 新方案， 推动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一） “新时代” 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是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整体运行中开拓出来的， 反过来又

引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势。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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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进入 ２１ 世纪， 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形态， 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潮， 发生了一系列新危机。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 资本为保证其增殖的目的必然创造资本的新形态， “数字资本” 已然成为 ２１

世纪世界资本运行的新型方式， 它以更加抽象化的方式对世界经济进行支配和统治。 同时， 在全

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逆全球化” “贸易保护主义” 借机抬头。 在意识形态领

域， “民粹主义” “种族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 “普世价值” 等各种思潮泛滥， 这标志着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出现了新变化。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可以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新爆发， 表明资本主义

在当代陷入了新困境。 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形势的客观前提。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体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遇到了新问题。 如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

价值观； 如何批判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如何发挥制度优势，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如何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如何建构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 如何提

升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 成为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体现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遇到了新矛盾。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是一个客观事实。 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出新的形态， 这些矛盾包括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吸收借鉴资本主义

的文明成果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之间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之间的矛盾， 民族文

化特殊性与人类共同价值普遍性之间的矛盾， 等等。 这些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矛盾、 新

问题， 构成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条件。

（二） “新时代” 开拓性引领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 “新时代” 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 以资本逻

辑为主导的文明形态坚持的是一种 “文明优越论” “文明冲突论” “历史终结论” 的文明观， 本

质上是试图用资本主义文明取代其他文明。 这种文明观借助于 “普世价值” 的虚伪面向为资本

主义扩张开辟道路。 与此不同， 中国提出的 “全球文明倡议” 坚持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辩证统一， 这为 “新时代” 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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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新时代， 我们紧紧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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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各项工作， 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是在世界社会主义框架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

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开创和发展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形态的基础。

·０２·
①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３ －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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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时代” 开拓性引领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２１ 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因此， 它所包含的全

部理论都应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 而它所包含的实践选择也当然是世界

社会主义的实践选择。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开拓性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新方案。 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

是中西方思想家的长久夙愿， 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国家都尝试过探索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有效路

径。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 “乌托邦” “法郎吉” “基督城” “太阳城” 等设想， 都体现了

人类对建设一个理想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明确提出 “永久和平”① 的设想，
他试图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 “各民族的联盟”②， 从而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 中国古代就产生了

“天下大同” “天下为公” 等以 “天下” 为核心理念的人类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了以

消灭私有制、 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人类共同体思想。 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构

建理想共同体的不同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与上述所有方案都不同， 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

史理论的框架下、 在当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有现实性的新方案。 这一

新方案一方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 “虚幻的共同体” 方案， 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早期空想社会

主义者提出的共同体方案， 当然，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同于马克思以共产主义命名的共同体。 马

克思认为， 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 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 两种文明形态并存的条件下， 人类为实现共同发展而必

须结成的共同体。 它丰富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基础。 这是西方那些奉行

“文明冲突论” 的人所不可想象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呼吁： “世界各国弘扬和

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尊重世界文明

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共同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③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厚的价值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坚持走 “求同存异—合作共赢” 的和平发展道路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超越了 “西方中心论” “文明冲突论” “历史终结论” 等狭隘观念， 致力于探索以 “求同

存异—合作共赢” 为基本导向的现代化方案， 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

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四） 中国 “新时代” 即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三段论推论出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一结论。 大前提： 中国特

·１２·

①
②
③

〔德〕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００ 页。
〔德〕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１４ 页。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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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小前提： 中国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力量； 结论： 当代世界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一重大论断。 然而，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 “中国” 的社会主义， 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科学社会

主义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也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普

遍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 “特殊性” 和 “普遍性” 的辩证统一。 就此而言，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也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以上是从逻辑上作出的判断， 在现

实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 中国已然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进形态。
“世界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 必然包括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 因

此， 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的进程中去考察， 要站在世界社会主义的高

度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 “中国” 的社会主义， 也是 “世界”
的社会主义， 为解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 直接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推动新时代世界社会主

义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当然， 这一世界意义， 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到足以影响世界

历史进程的时候才 “后天获得” 的， 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固有的 “先天基因”。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生成的， 其根本性质决定了它 “先天”
地内蕴着世界历史意义， 只不过这种世界历史意义需要在后天的实践中逐步呈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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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① 这一论断提示我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世界历史意义， 最终应归结到 “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这一结论上。
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基础。 实践证明， 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必然会在实践中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相反，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 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的错误。

（吴宏政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杨盼悦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２０１７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雪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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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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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ｎｇ Ｙｕｅｈｏｎｇ （４）………………………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ｉｔ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ｍｉ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ａｓ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ｂｉｒ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ｔ ｉｔｓ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ｅｋ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ｐａｓ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ａｒ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ｈ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ｒｅ ａ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ｎ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ａｌ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ｌｌ ｆｒｏ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ｂ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ｄａｙ.

• Ｄｅｅｐｌ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ＰＣ •

Ｔｈ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ｕ Ｈ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Ｐａｎｙｕｅ （１４）…………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ｈａｓ ｌ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ｏｖｅｒ ５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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