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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今社会主义实践”学术讨 论会综述 
李士文 

2004年10月15—19日，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今 社会主义实
践”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云南省社科联、 省社会主义学院、省科
学社会主义学会共同主办。会议受到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云南省委
副书记王学仁同志就做好会议工作先后做过两次指示 。来自全国各地的18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王学仁，中共云 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晏友琼，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社科联主席王义明等领导 同志到会祝贺并讲话。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中央编译局顾问
顾锦屏研究员致开幕 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杜燕凌
研究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宗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
院长李景治教授等作了大会发言。与会者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今社会主义实践 这一主题，对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当代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 主义与科学发展观、社会
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 《决定》是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执政问题的文件，它围绕党的执政问题提出了一系列 重要范畴，构建了中国
特色执政理论的基本框架，反映了全党对执政问题的最新认识， 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
文献。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
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理论创新，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
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而搞好党的 建设，就要
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 位。社会科学工作者要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深入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和实 践的过程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 点，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和回答社会
主义实践中的新问题，帮助干部群众准确 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是加强
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大事。 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
条式的 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不搞清这些问题， 就无
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三)深入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当代社会主义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在研究与创
新中推动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前进。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建
立的时间更短，只有48年的历史。各国社会主义的直接实践，时间都非常短 ，比起资本主义社会从
产生、成长到成熟的长过程，社会主义还只是处在初始与成长的 阶段。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
实践上，社会主义都面临着全面创新的任务。因此， 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
律为重点，大力加强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与实践，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包括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方法和路线、战略、方针、政
策，进行系统深入 的研究。要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
路、发 展战略、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 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执政党建设
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同时，要把党中央在新的历史阶段提 出的关于坚持以人为本、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决策与理论创造，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基本
范畴，加以认真研究和阐发。 

 



(四)认真研究和借鉴外国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汲取国际上一些政党执政的有益养分 。有学者指
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所谓执政能力，就是共产党 执掌和领导国家政权的
能力，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 力，协调社会利益和动员社会力量
的能力，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处理对外关系的能 力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能力。所谓执政能力建
设，首先是要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问 题，其次要解决机制问题，其中关键的环节是改革和完善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 导体制和工作制度。苏东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丧权亡党以及发展中国家
一些长期执政的党 接连丢失执政地位的教训，值得我们再下功夫，去揭示其深层次原因，吸取教
训。美国 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打压、遏制，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遗余力地推 行
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也需要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严肃回应。我们党是非常 重视苏东教训
的，执政党建设的许多方面做得很好，是改革开放前不可比拟的，比如党 群关系问题。但我们现在
还不能说完全从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中走出来了。我们要继续 重视从三个方面充分吸取其经验教
训，即建立牢靠的执政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 导、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与生机活力。同时，还
要吸取越老朝古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 其他国家政党建设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我们也有一定的
启示。此外，还要重视西方国 家执政党和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主义政党执政的某些经验教训，它们
根据时代和社会的 发展以及自己的国情，提出新的纲领和执政理念，包括以争取选民为中心，关注
社会利 益整合和社会公正；廉洁维权，严惩腐败；妥善处理外部事务等。 

有学者指出，联系国外一些政党执政的历史教训，反思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存在的问 题，使我们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 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 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
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
权。大家共同认为，《决定》总结的我们 党55年来执政的六条经验，十分宝贵。在今后的长期实践
中，党只有始终坚持在指导思 想上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始终坚持抓好
发展这个党执政兴 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 善党
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始终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
斗力，才能最终解决好党长期执政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本次年会期间，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昆明日报、昆明市电 视台、春城
晚报、云网等云南省7家主要新闻媒体作了宣传报道。同时，会议还决定把 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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