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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潮的中国应对 

———专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 

 

以此次西方经济危机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以中国改革开放 
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标志，社会主义真正走出低谷，进入复兴阶段，但不是高潮 

 

 

在世界发生危机时，社会主义的优势更加显现出来 

人民论坛记者：“三大预言”的背后，体现了什么社会思潮？ 

程恩富：苏联正式解体，出乎西方意料之外，也出乎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意料之外。布热津斯基

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面对“三大预言”，总体而言，中国思想界当时出现了分化。有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过时了，

是早产的，或者本身就是邪路，从而坚决主张西方民主、西方普世价值；也有一部分人仍坚持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认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

动有所退步，处于低潮，但肯定会出现高潮。真正的共产党人仍然充满信心，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有其

实践依据和内在逻辑。 

人民论坛记者：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三大预言”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预言？ 

程恩富：应该用辩证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看待。 

首先，要重视预言。“三大预言”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背景的。 

其次，沉着应对这些预言。在理论、思想上要给予科学的说明，说明人类发展的规律性趋势。这

些说明要有说服力、感召力、亲和力，要提高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量。 

第三，用事实来说话，击破预言，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吸引力。针对预言抓住某些体制

弊端加以夸大的问题，要正视并逐步予以解决，科学发展、科学改革、科学开放，把我们的制度、体

制、机制建设得更加完善。 

总的来说，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制度大框架有问题，但某些具体体制、机制和措施可

以借鉴；“中国模式”的大框架有优势，但某些体制、机制大有改进的必要。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

清楚西式民主，扬长避短。 

新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 

人民论坛记者：如何看当前一些流行的说法，如“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 

程恩富：美国、拉美国家等采取某些看似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措施，但是不能就此说，资本主义

国家搞社会主义。正如，市场与计划、国有与非国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可用。西方国家在

推行银行国有化措施时申明，等危机好转后还将私有化。这些只不过是国家替一些利益集团埋单而



 

已。当然，在世界发生危机时，社会主义的优势更加显现出来了。耐人寻味的是，著名学者福山最近

就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为预言“未来世界七大意外”的第七项。 

人民论坛记者：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人们特别想听听您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研判。如果要给

出一个预言的话，您的预言会是什么样子？ 

程恩富：我在上世纪90 年代曾说过，新自由主义估计还会占上风20—30 年。10 多年的时间过去

了，新自由主义导致了2008 年以来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对于未来，我认为，以此次西方经济危机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以中国改革开放取

得举世瞩目成就为标志，社会主义真正走出低谷，进入复兴阶段，但不是高潮。要到高潮还需要若干

次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危机。 

这是基于什么判断呢？马克思指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的必然发生。 

我在这个判断上推进了一步，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

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新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力、

科技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大方向已经出现，这从一些超国家经

济、政治实体的出现可见一斑。可以观察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重新崛起。 

如何看待和完善中国模式 

人民论坛记者：如何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从历史到现实的结合上，从世界眼光到立足国情的

结合上，让广大民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优越性和合理性？这也关系到如何

看待和完善中国模式的问题。 

程恩富：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但是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方面是人口资源环境在发展中

存在的严重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资源高效利用、环境高效保护，加大环境约束性指标，党委和

政府都要问责；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私有经济大规模发展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带来的负面效

应。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我主张，“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

国学为根，综合创新”。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体制和政策创新，都应“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在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资产经济学说”、“我国古近代学说”三大体系的相互关系基

础上综合创新，这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如果这些关系摆不正，社会科学的政治方向、理论

科研方向就可能出现偏差。 

为什么经济越发展，反而社会矛盾好像越来越多、越尖锐 

人民论坛记者：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觉：好像经济发展了，怎么反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尤其从

网络舆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程恩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交流中，有的领导就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讨论。 

我认为，对各类社会矛盾要分类看待，有的属于发展不足带来的，有的属于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有的则是改革开放发展的措施缺乏科学性带来的。比如，此次在调查网友关心的“两会”话题中，反

腐败问题、民生问题居前两位。我认为，反腐败问题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应当看到私有经济的

大规模发展对社会的负面作用；二是有些反腐措施还不到位，如官员财产公开；三是立法执法有误

区，如只打击受贿者，行贿者则很少得到惩处。为什么腐败问题在西方没有像我们这样为民众热切关

注？其实，资产阶级政党的多党合谋，已经把在中国叫作腐败或非法的某些东西合法化了。如美国总

统在国会休会期间可大赦亲朋好友、政治捐款合法化等“金钱民主”，这些是普通民众所忽略和无法

改变的。 

人们通常有个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好像显得很“空”。但是实际上，这些大问题、大道理，又

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不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国家加大基础设施的投

入力度、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民生福祉也就更有保障。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谈论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人民论坛记者曾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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