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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高端学术论坛召开
作者：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12月23日04版）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23日

本报贵阳12月22日电（记者户华为、周晓菲、吕慎）由光明日报编辑部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共同主

办的“多学科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端学术论坛21日-22日在贵阳召开。来自历史学、哲学、国际关

系、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发展趋向、深远影响及如

何应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何成、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赵建国、中共

贵州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静、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韩禄等出席会议。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

虑，洞察时代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入分析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对世界和中国的影

响，深入分析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历史发展及深刻演变所作出的重大战略论断。

 

徐静在致辞中表示，这一重大论断对于正处于迈向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重要节点的中华民族具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同时也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界神圣的使命，本次论坛的举行可谓恰逢其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

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命题、历史命题、现实命题，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历史

眼光进行探索，在勇担使命中贡献自己的智慧。

 

赵建国指出，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要有“由外向内”的视角，看到世界大变局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也要有“内外并举”的视角，看到中国自身发展本身就是推动世界秩序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学

理上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阐释与宣传，历来是光明日报的传统和特色。我们愿与理论界、学术界一起，深

入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动力、特征、本质、意义，研判“大变局”下中国如何参与国际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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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如何提供新型全球治理方案，如何“破局”“解局”等，为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搭建更好平台，提供

更大支持。

 

何成认为，全面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

大国能否踏上现代化强国之路，关系到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之梦，关系到揭示

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在21世纪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大变局”是从事实上“一家独

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重大转变；是现代化发展路径从一元走向多元的重大转变；是从社会

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向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勃勃生机的重大转变。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我

们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深刻认识国际格局演变与民族复兴、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叠加性、同步

性、长期性，牢牢把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与会学者认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得出的科学认识，符合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学理上深入研究阐释大变局的历史特点、发展趋向及其带来的深远影

响，有助于更加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准确把握方向，积极应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做好各方面

工作。本次论坛发挥了光明日报的理论优势，从多个学科视角对这一重大论断进行深入研讨，意义重大。

 

与会学者指出，世界大变局，是世界性的大发展、大调整、大转折等历史合力的产物，深刻地体现出世界

历史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从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到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一战

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世界权力始终由少数大国主导，今天这一格局正为走向

多极的时代所摒弃，即进入一个西方中心色彩减弱、多元行为体相互竞逐的时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国际力量对比正在

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

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与会学者指出，中国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重要的标志。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

家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从发展实践看，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具有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

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今天这场大变局，无论是对于世

界来说，还是对于中国来说，机遇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深刻认识大变局带来的大挑

战，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党的领导，正确把握历史机遇，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徐

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原所长裴长洪、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彭国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允熠、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徐圻、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河南大学副校长孙君健、复旦

大学哲学系教授邹诗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蒲俜、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主任索晓霞、贵州师

范大学校长肖远平和贵州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勇分别在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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