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 “第五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冶 综述

汤志华摇 潘何琴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

新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动态的了解,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 “第五届全国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冶 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在桂林召开。 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和广西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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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西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承办。 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林春逸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院长、 党委书记邓纯东出席并致辞。 来自全国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 国外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和国家治理冶 等主题进行了探讨。

一、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40 年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转变, 这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实践进行总结, 吸收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成果, 为我服务, 是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任务, 邓纯东指出: 当前,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 一是

要研究当下西方政治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这些政治现象是西方社会危机加深和民粹主义兴起的表

现, 如何科学地认识这些现象,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增强中国道路自信等非常重要。 二是

要通过对比东西方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本国的实践上的差异, 深刻把握中国共

产党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形成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 从而提出中国的路线、 方针、 政策, 指导中国走向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 三

是通过对比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上的差异, 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

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为党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伟大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需要用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视野进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明

提出, 要从三个方面深刻把握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一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表明社会主义的旗帜在苏联

解体东欧剧变后仍在飘扬, 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二是科学社会主义成功的不二法门,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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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改革开放中坚守并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理。 三是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

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际需要, 以期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

展。 做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跟踪研究, 就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 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菱表示,
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和评价, 二是

国外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对当前中美贸易战情况的评论, 三是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评价情况,
四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观点、 新情况、 新挑战等。

二、 国外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新发展的警示与借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冶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只有具体

运用于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才能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彰显其科学价值。 国外共产党的理

论与实践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领域。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各国共产党积极进行适应性调整和

变革, 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力量得到发展, 其他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在探索中努力前进。 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左翼政党显现了新特点和新变化。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 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如

何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进入 21 世纪以后, 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在内的俄罗斯左翼政党整体出现

了一种衰退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李瑞琴从统一俄罗斯党独享执政资源,
严重挤压了俄罗斯左翼政党的发展空间, 左翼政党自身的分散、 分化、 分歧甚至是分裂严重削弱了

其影响力, 左翼政党的远大目标和思想理论的实践方面不符合民众的要求, 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的

影响制约着左翼政党发挥作用等四个方面介绍了俄罗斯左翼政党当下的生存状况, 总结了俄罗斯共

产党的局限性和症结。 她认为, 左翼政党要走出困境, 一是要处理好议会道路和群众路线的关系;
二是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型理论; 三是要以列宁建党理论为指导,
联合、 团结最广泛的左翼阵线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图存图强。

此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虽然组织力量弱小, 但仍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对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积极探索。 辽宁大学教授王喜满指出, 芬兰共产党认为经济全球化既有促进国际

分工、 提高生产率、 促进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又有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劳动者权利的丧失、
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 生态环境的恶化等消极影响。 芬兰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和比较突出的全球问题进行批判, 他们的新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

新变化有重要启发意义。 有学者对加拿大共产党的兴衰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分析, 还有学者对变革中

的西班牙共产党的理论嬗变、 策略调整进行了前景展望。 邓纯东指出, 尽管国外共产党及国外马克

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非常坚定, 但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理论不承认,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能力太弱, 对其社会危机提不出科学的策

略等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实际问题, 分析原因与症结, 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推动世

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研究国外共产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挑战, 有助于我们把握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

的发展趋势, 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尤其是对于进入新时代的我们党的建设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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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新审视

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资本主义再一次呈现出政治、 经济、 社会的多方面危机。 因此,
关注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 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是本届论坛的一大特点。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问题。 过去 30 多年中, 我国的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冶 主要

集中于 “西方马克思主义冶 和 “新马克思主义冶 两种路径, 其中以 “西方马克思主义冶 为主。 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雨辰从哲学角度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演变主要经

历了从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冶 “实践唯物主义冶 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冶 研究范式

的发展, 并强调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冶 研究范式以及与此相应的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冶
的研究方法, 把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我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以深化对

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认识。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唐芳芳博士围绕黑格

尔的辩证法思想对于马克思理论形成的影响、 马克思如何超越黑格尔进行了梳理, 认为可以以动态

的历史视角, 以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方式来理解马克思, 关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还有学者围绕着福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隐性继承与整体性远离进行了阐述, 提出福柯在其每一部

作品中都有与马克思的对话与交流, 其中既有隐性的继承, 也有明显的拒绝, 最终其后现代政治哲

学在整体上远离了马克思。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 批判性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征, 尤其是西方马克思

主义立足于现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 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包括意识形态批判、 技术理性批判、 大

众文化批判、 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 现代性批判等在内的全方位批判。 对此, 广西师范大学教

授李长成对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做了深刻的分析, 认为对于当代中国

而言, 一方面需要借鉴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的成果,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中西思想的边界,
提出、 回答和解决自己的问题。 还有学者论述了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想, 指出鲍德里亚企图

以符号政治经济学代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消费社会批判, 这种批判逻辑实质

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某些国家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等日益严重, 迫切需要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 湖南大学副教授吴增礼指出, “人类命运共

同体冶 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 不仅超越了西方主流国际秩序理论, 而且具有鲜明的

文明发展新模式的世界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 现代社会治理要理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人力资本理论

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为经济的增长、 完善生产关系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 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 有分析、 有鉴

别, 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冶 在加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沟通交流

中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后, 李瑞琴对本次会议进

行了总结, 提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要有重点, 有大方向, 有问题导向; 要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努力建设成为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学科。

(作者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张摇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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