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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资讯】

靳诺、刘伟主编《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日文版）入选

2021 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立项项目

6 月 4 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公布了 2021

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立项项目入选名单，由中国人民

大学党委书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理事长靳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理事长刘伟教授领衔编写的《民族复

兴的制度蓝图》一书成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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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一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组织专家编写而

成，从十三个方面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论述。

本书兼具理论性和可读性，具体内容包括：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

的法治中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坚持

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2020 年 6 月，《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一书列入“十三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正式出版发行。

2020 年 7 月，《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一书列入长安街

读书会干部学习新书书单。

2021 年 4 月，《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一书入选 2021

年农家书屋重点推荐出版物。

据了解，2021 年 1 月，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启

动本年度项目申报工作。在对项目版权归属、申报要件等审

核，组织专家初评、复评和终评，并对内容审核把关基础上，

确定 67 家出版机构 92 种图书为本年度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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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诺、刘伟主编《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法文版）入选

2021 年丝路书香工程项目

6 月 8 日，丝路书香工程办公室公布了“2021 年丝路书

香工程项目”入选名单，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理事长靳诺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校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理事长刘伟教授领衔编写的《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法文

版）成功入选。

《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一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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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组织专家编写而

成，从十三个方面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论述。

本书兼具理论性和可读性，具体内容包括：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

的法治中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坚持

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2020 年 6 月，《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一书列入“十三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正式出版发行。

2020 年 7 月，《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一书列入长安街

读书会干部学习新书书单。

2021 年 4 月，《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一书入选 2021

年农家书屋重点推荐出版物。

2021 年 6 月，《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日文版）一书

入选 2021 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立项项目。

据了解，2021 年 1 月，丝路书香工程办公室启动本年度

项目申报工作。在对项目版权归属、申报要件等审核，组织

专家评审并对内容审核把关基础上，确定130家出版机构324

种图书为本年度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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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校第二指导组到中国人民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进行调研指导

6 月 28 日上午，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校第二指导组副

组长副组长颜吾佴、联络员韩锐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开

展调研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

党委副书记齐鹏飞参加调研。

秦宣院长对研究院成立背景、组织机构、研究队伍、理

论成果、研讨活动、人才培养、刊物出版等方面作了详细介

绍。

指导组成员重点了解了研究院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

的一系列工作。颜吾佴指出，研究院近年来取得了丰厚的建

设成果，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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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杰出而不可替代的贡献。希望研究院再接再厉，充分

发挥理论研究优势，进一步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做好研

究宣传阐释工作，在建党百年之际推出更多的高质量研究成

果。

齐鹏飞表示，学校将对研究院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研

究院应该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与专业特

色，为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凝聚智慧力量，为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强大动力。

秦宣表示，研究院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理论

研究，加强思想引领，争取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努力以优异成绩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沃晓静，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祁凡骅，《教学与研究》副主编侯衍社，研究院副院长

陶文昭、王义桅、侯新立等参加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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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与使命： 百年交汇点上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国际

学术会议召开

6 月 11 日至 12 日，“辉煌与使命：百年交汇点上的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

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等单位共同主

办。会议围绕政党政治、现代化道路、国际关系、全球治理

等领域展开对话研讨，总结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

的百年历程、成就与经验，展望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实践的发展前景。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中国外文出版发行

事业局局长杜占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中共中央

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吴旭，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

运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港澳台办公室）二级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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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余彬，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付来，副校

长杜鹏，党委副书记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齐鹏飞等出席会

议。

南非共产党第一副总书记索利·马派拉（Solly

Mapaila），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副部长胡安·卡洛

斯·马尔散（Juan Carlos Marzán），越南社会科学翰林

院副院长、越南共产党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范文德（Pham Van

Duc），尼泊尔共产党（毛中心）政治局常委德沃·古隆（Dev

Gurung），津巴布韦中央政治局委员、契特波思想政治学院

院长蒙亚拉兹·马查查（Munyaradzi Machacha），巴西共

产党副主席、国际关系书记沃尔特·索伦蒂诺（Walter

Sorrentino），巴西劳工党国际关系书记、原总书记罗米尼

欧·佩雷拉（Romenio Pereira），智利众议院议员、智中

友好议员小组副主席卡罗尔·卡里奥拉（Karol Cariola），

巴西劳工党中央委员、巴伊亚联邦大学副校长派尼尔顿·席

尔瓦·菲略（Penildon Silva Filho），南非共产党智库克

里斯·哈尼研究所所长西滕比索·班固（Sithembiso Bhengu），

阿根廷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成员、原阿根廷共产党国

际关系委员会委员玛利亚诺·恰尔法迪尼（Mariano

Ciafardini），伦敦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

建设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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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秦宣等嘉宾与会并发言。吴付来主持开幕式，杜鹏、齐

鹏飞主持主旨发言。

靳诺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值得

认真总结。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更同世界很多政党一道，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

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共同探求通向美好世界的现实路径。靳诺表示，展望下一个

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更加开放的

眼光、更加宽广的胸怀，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一道，为推

动世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

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

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中国人

民大学将继续发挥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主动服务党和国家

外交大局，为推进中外政党深入交流、推进世界政党政治深

入研究、推进中外青年深入交往发挥更积极作用。

郭业洲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理论

探索史、自身建设史，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

不懈奋斗、不断作出新贡献的历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

意义。党的百年历史开拓了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世界政

党政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开辟了国家现代化新路径，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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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关系发展新方向。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世界意义集

中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创

新成果中，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全过程，并将在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进一步彰显。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之际，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此次国际学术会议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期盼各国友好政党特别是共产党、左翼政党能与中国共

产党一道，在国际局势深刻复杂变化的历史关口，加强对话，

携手引领百年变局的人间正道。

杜占元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治国理政、管

党治党的经验和智慧，可以为其他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加

强执政党建设以及全球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在疫情暴

发以来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下，仍有越来越多的国外民众更

加理性客观地认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以建党百年为契机，

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将超过以往，相信

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将以更加丰富的成果，为国际社会解读中

国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愿与中国

人民大学等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通力合作，与世界范

围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加深交流互鉴，共同加强对党的领袖

著作、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宣介，搭建交流研讨平台，为推

动全球治理新发展、建设更美好世界作出贡献。

吴旭在致辞中表示，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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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通过加强政党间交往、增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文载道

贡献智慧、以文传声展示形象、以文化人厚植情谊，帮助更

多国外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吴旭肯定了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等会议主办单位在人文社会科学国际

交流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表示期待与会政党领导人和国

内外专家学者深入对话交流，为促进政党交流、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索利·马派拉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一百周年，也是南非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他对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表示庆贺。百年来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

生了历史性变革，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推动和

引领国际抗疫合作的各项积极举措成效显著。索利·马派拉

强调，南非共产党以社会主义作为推动南非社会变革的最终

目标，迄今在保障南非人民的基本人权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

展。未来南非将继续学习中国经验，坚持把人民作为中心，

把经济作为发展主体，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变革、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断迈进。

胡安·卡洛斯·马尔散在致辞中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表示祝贺，高度评价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开创的社

会主义实践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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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洛斯·马尔散表示，古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具有深

厚的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两党始终把人民放在首要地位，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巩固交往合作。社会主义国家的发

展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力量的生动见证，中古两国社

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互学互鉴对推动古巴的社会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合作，推

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吴付来表示，在百年的光辉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爱好和平、追求进步的国家、民族和

政党的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也为世界的和平安宁、共同发

展、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大贡献。面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共

同挑战，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应继续加强对话交流，汇聚实

践智慧，淬炼思想火花，共同研讨世界历史和全球格局走向，

追寻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探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

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经验，共同为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

杜鹏在主持中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在变，发展格局在

变，各国各政党都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加强往来，分享治

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本次国际

学术会议正是本着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

创造政党关系更加美好明天的愿景，以实际行动增强互信，

深化合作，拓宽各国人民心灵沟通的渠道，为发展新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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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提升全球治理效能作出积极贡献。

齐鹏飞在主持中指出，今天人类生活的关联程度前所未

有，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和问题也前所未有，世界各

国人民应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我们希望通过深入开展各种

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推动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

心相通，并聆听世界关于中国发展的宝贵建议。相信中国共

产党未来将继续深化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的交流合作，更

好地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推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出席本次会议的世界各国政党政要和专家学者随后作

主旨发言。

秦宣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现代化对于推进世界社会

主义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中国现代化表明，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成功。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

功，是因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中国

现代化表明，主义犹如一面旗帜，决定方向，体现形象。中

国崛起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第三，

中国的现代化表明，制度更具战略性、全局性和长期性。中

国现代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确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制度。第四，中国的现代化表明，文化兴则国运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支撑。总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对整个

世界、对人类进步提供的是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带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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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而不是威胁。中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对

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2 日上午，大会的四场分论坛顺利进行。聚焦“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史”“党的建设百年历程与经验”“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

界政党责任”主题，来自国内 30 多所高校 300 余名专家学

者展开深入研讨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院副院长陶文昭担任第二分论坛主持人，此次分论坛主题

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陶文昭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展开分享。他指

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包含的内容是全

方位的、涉及各个领域的，这一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深

刻的影响，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外，更离不开我国这个

巨大的平台。他强调，当下我国复杂的发展现状能够为世界

各国提供借鉴，我们积极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争夺

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也是扩大中国影响的需要。

在闭幕式上，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新疆

大学副校长祖力亚提·司马义、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孙秀玲、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蚌珠等嘉宾出席并发

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王

易作大会闭幕总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晓萌主持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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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党的

教育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6 月 21 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党的教育理

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在研讨会开幕致辞中指出，

作为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长期以来，中国人

民大学一直致力于对党百年来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

究，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一直

致力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进行系统研究，

力争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完成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而矢志奋斗。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党委书记侯慧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树荫、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邬志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复

兴等学者和专家在会上分别就我们党百年来的干部教育、思

想政治教育、农村教育、教育理论与方针政策、妇女教育等

工作做了专题发言。专家表示，中国共产党教育的百年历程

就是助力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历程。我们党自成立起，就

把教育作为党的事业，用教育助力救国大业、兴国大业、富

国大业、强国大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泉做了总

结讲话。

据悉，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

党委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会议由中国人

民大学副校长胡百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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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

6 月 10 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新书发布会在中国

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顺利举办。中国教育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张

剑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杂志总编辑唐景莉，北京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树荫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邬志辉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部冯玉军常务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郭晓明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刘复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副院长胡莉芳教授等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首发式。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郭晓明副社长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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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明副社长在发言中说道：今年是我国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开启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

的历史时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是为建党百年献礼的重

磅著作。

该书凝结了众多专家作者的智慧，紧紧围绕教育“九个

坚持”的主题，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核心要义、理论

创新和核心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阐释，极具思想性和理论

性，呈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阐

释新时代我们党关于教育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创新马克

思主义的教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次《新时代马克

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新书首发式的举办后，

接下来会隆重推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

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出版阵地，中国人民

大学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教育学领域将持

续发出人大声音，展现人大特色，彰显人大担当。

张剑研究员谈了本书出版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创造性

地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结

合起来，解决了教育在“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



- 20 -

信”中地位作用、相互关系的根本理论问题，把我们党对教

育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教

育理论新的鲜活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最新成

果。及时总结我们党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深刻阐释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改革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

供理论支撑。

唐景莉总编辑谈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

新与发展研究》重点展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

的新成果，切实为支持与引领新时代我国的教育改革创新，

为发展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深刻回顾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系统总结

了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教育“九个坚持”,对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牢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切实增强贯

彻落实“九个坚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冯玉军常务副部长认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的创新与发展研究》最大的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的三个基本问题为出发点，结合毛泽东教育思想、邓小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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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了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本质，系统阐述我国教

育事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透

彻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谁

来培养人工”这一根本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理论新境界，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对教育学界与教育界的一

个重大理论贡献。

刘复兴教授总结指出，这本书的出版为新时代马克思主

义教育理论建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信这本书的出版，

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与

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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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速递】

[国外社会科学]王 文：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全球意义

6 月 2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国

外社会科学》发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不仅是

党内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

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从长远看，同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

件大事。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阶段、

影响等重大议题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研究，还有必要从全球角

度更深入地挖掘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深刻意义。

从全球三个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百年。第一，从文明演进

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延续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进步逻

辑。第二，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提供了发

展中国家可借鉴的有益道路选项。第三，从政党组织的角度

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推动全球政党制度的重大突破与理论创

新。

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第一，重新研究 1921

年与 1949 年重要的世界意义。第二，加大中外合作研究中

国共产党的力度。第三，深化改革当前激励不足的对外传播

机制。

（《国外社会科学》2021 年 6 月 2 日）



- 23 -

[人民论坛]王海军：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6 月 29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海军在

《人民论坛》发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是一部与时

代发展共进与思想理论共荣的不断创新的辉煌历史。建党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着眼于社会发

展大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领导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积累了大量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有：一是坚

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

义是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是理论创新的首要 前提和基本保证。三是坚持走群众

路线、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是理论创 新的基本途径。四

是不断从自身经验和国外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 和营

养，形成新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 新的内在要

求。五是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以理论创新的成果

不断指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六是重

视理论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建设一支高素质与专 业化的理

论人才队伍，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泉。

（《人民论坛》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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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发声】

[光明日报]刁大明：监听丑闻再显美国的病态与困境

6 月 2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在《光明

日报》发文，认为美国对全世界的无耻监听是一种“霸权病”

的典型症状，是其“双重标准”的又一劣迹，是对欧洲深度

的不信任，是美国彻底的自身困境。毫无疑问，再次被曝出

的监听丑闻又一次展现出跨大西洋关系的明显裂痕，让即将

访问欧洲并出席北约、欧盟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陷入极度尴

尬的境地。而这一看似突然被披露出的秘闻及其引发的相关

舆论绝非偶然，恰恰反映出如今美欧关系中微妙而脆弱的一

面。显然，欧洲各国内部仍旧存在对美国保持怀疑立场、不

希望与美国过度走近、甚至希望欧盟在跨大西洋互动中更为

自主的强烈声音。而美国监听丑闻也再次提醒欧洲各国的政

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美国到底对于欧洲的现实与未来意

味着什么？即便美国可以反复鼓吹所谓的“回来了”，但到

底是一个怎样的美国“回来了”？美国究竟能“回来”多久？

是否早已“回不来了”？……这些都需要欧洲乃至全世界作

出明确而清晰的判断，从而做出符合自身利益、更顺应当今

世界发展大势的正确抉择。

（《光明日报》2021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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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陶文昭：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6 月 7 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在中国日报网接受采

访，提出我们的政策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扎根于中国现

在的国情，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相通。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精

髓就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与我们整

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有关系，除了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

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

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人民的概念是很广的，包括

所有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老人、孩子、贫穷的人，哪一个都

不能放弃。

（中国日报网 2021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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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陶文昭：“四史”之间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6 月 7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发文，认

为“四史”之间密切关联。在时间上是叠加的，在内容上是

关联的，“四史”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接续传承、融会贯

通。“四史”各自内容侧重，之所以是“四史”，而不是“一

史”，说明每个历史都有内容上的独特性和重点，不能以其

中“一史”代替其他“三史”。“四史”教育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

出，要将“四史”教育，与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国家意识、法治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科

学精神教育等相结合。“四史”教育要以党史教育为重点，

要探索合适的落地安排，旨在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学习时报》2021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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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王义桅：理解中国首要是理解中国共产党

6 月 8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中国纪检

监察报》发文，认为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公共外交经历

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借力到发力的过程转变。要加强对中国

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

行深入研究。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

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

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

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要把百年大党和百年大变局联系起来思考，以大历史

观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要从 100 年、500 年、5000 年三个维

度来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属性。要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史高

度，从守正创新的逻辑，讲好中国共产党背后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念和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的重要启示。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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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陈家刚：“码”上议：议出人民民主的真谛

6 月 9 日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家刚在《人民

政协报》发文，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

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码’上议”，议出了人民民主

的真谛。第一，“‘码’上议”是普遍参与的民主形式；第

二，“‘码’上议”是全过程的民主形式；第三，“‘码’

上议”是真实的民主形式,第四，“‘码’上议”是维护人

民群众利益的民主形式；第五，“‘码’上议”是数字技术

推动的民主形式。“‘码’上议”构建了“政协+互联网+基

层治理”的新方法和新路径，实现了叠加放大效应，大大提

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水平。“‘码’上议”体现了政

协协商的鲜明特色，又与基层协商相衔接融合，营造出相互

支撑、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码’上议”结合地方

实际，不搞上下一般粗、横竖一刀切。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

得通、很管用，中国人创造的民主形式在中国行得通、很管

用。

（《人民政协报》2021 年 6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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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声报]陈家刚：探索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新路径

6 月 12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家刚在《湘声

报》发文，认为近年来，政协系统在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

伸的实践中做出了多样化的努力，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效。

由于制度建设、实践操作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的挑战，政

协协商向基层延伸仍然需要在系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动

脑筋、创新思路、积极推进。

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前提是提高政治站位。推动

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核心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政协协

商向基层延伸，条件是明确衔接和配合方式。推动政协协商

向基层延伸，关键是要实现日常化运作、常态化发展。

（《湘声报》2021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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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王义桅：植根中华文化 推动文明互鉴

6 月 17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辉煌百

年与崭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 100 年”研讨会上的发

言摘编在《人民日报》发表，认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要讲好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孕育、产生和发展的

故事。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执政理念，带领中国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在社会发

展、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成就与联合国倡导的发展

目标相契合，获得了各国认同。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要讲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现

代文化的关系，讲好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辩证法。具体而言，就是要讲好作为世界上人口

最多国家的最大政党治理中国的不易，讲明白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并越来越多地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可贵，讲清楚“中

国好，世界会更好”的逻辑，讲清楚中国好的背后是因为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世界各国、各政党就会真心认同

中国共产党，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未来取得更大辉煌，希望

与中国共产党分享治国理政经验，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之道。

（《人民日报》2021 年 6 月 1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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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郝立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

逻辑和历史性飞跃

6 月 25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院教授郝立新

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发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首先，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

理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的主题和主线；最后，坚持实践基础上的问题导向和

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进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这种历史性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一是形成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

系，二是拓展和深化了对新时代中国道路的认识，三是形成

了对民族发展和世界发展的科学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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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王义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开创人类新文明

6 月 28 日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南方日报》发文，认为纵观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史，应该着眼于中国与世界及人类未来的全局看，

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四史”基础上，从 100 年、500 年、

5000 年三个维度来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创新人类政治文

明的学理：一是中国共产党永不称霸，开创告别霸权时代；

二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

征，也是最大优势。从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史的高度，才

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让中国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

业文明进而向数字文明转型，开创工业文明和数字文明的双

重奇迹。精准扶贫、全部脱贫、全面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再

造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不仅完成了中国的千年梦想，提前

十年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且在世界上树

立了国家治理的中国样板，创新了人类政治文明。

（《南方日报》2021 年 6 月 2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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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2021 年 6 月成果一览表

序号 作者 文章名称 刊发媒体 发表时间

1 王 文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全球意义 国外社会科学 5月 15日

2 王海军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人民论坛 6月 29日

3 刁大明 监听丑闻再显美国的病态与困境 光明日报 6 月 2 日

4 陶文昭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中国日报网 6 月 7 日

5 陶文昭 “四史”之间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学习时报 6 月 7 日

6 王义桅 理解中国首要是理解中国共产党
中国纪检
监察报

6 月 8 日

7 陈家刚 “码”上议：议出人民民主的真谛 人民政协报 6 月 9 日

8 陈家刚 探索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新路径 湘声报 6月 12日

9 王义桅 植根中华文化 推动文明互鉴 人民日报 6月 17日

10 郝立新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

历史性飞跃
中国社会
科学网

6月 25日

11 王义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开创人类新文明 南方日报 6月 28日

（以上列表按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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