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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由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南京师范大

学主办，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

基地、《马克思主义研究》 杂志社、《理论视

野》杂志社承办的“百年大党与21世纪马克思

主义理论创新”高端学术论坛在南京举行。来

自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

究基金会、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省内外高校、科研

机构的专家学者、优秀论文代表和南师大马克

思主义学院师生代表共一百余人参加会议。

南师大党委副书记尚洪波，中国社科院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教授，中央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理论视野》杂志

主编秦刚教授先后致辞。

主题报告第一阶段，秦刚教授、林建华教

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岩教授、南京大学胡

大平教授、河北师大张骥教授、复旦大学吴海

江教授分别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理论创新、理论武装是百

年大党的独特优势和宝贵经验》《“五个统

一”：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理化研究的理与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守

正创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

提升路径研究》《守正创新：中国社会主义百年

发展的辩证法》作主题发言。

主题报告第二阶段，中央党校胡振樑教

授、大连理工大学洪晓楠教授、《马克思主义研

究》杂志副主编张建刚研究员、吉林大学吴宏

政教授、南师大王永贵教授分别做了题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党的百年理论创新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

文化自觉的十大创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马克思世界历史观

的当代创新与发展》《百年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

作的宝贵经验》的主题发言。

主题报告第三阶段，西南大学王永友教

授、江苏省社科院孙肖远研究员、东南大学袁

久红教授、苏州大学田芝健教授、南师大人文

社科研究院院长张振教授分别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判断与学理依据》《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的问题导向》《论坚持和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全面领导》为题进行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第四阶段，《理论视野》编辑部陈

景彪主任、河海大学余达淮教授、南京财经大

学梅景辉教授、上海市委党校汤荣光研究员、

南师大王刚教授先后聚焦《关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几点认识》《把握两个大局，推动国家治

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思

想逻辑与当代发展》《百年大党的廉政研究何以

可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动力》五个主

题进行发言。 (南师大社科处)

“百年大党与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高端学术论坛在南师大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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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8日上午，由周新国、张慎欣共同主

编，近 40位张謇研究专家和学者参与编撰的

《张謇辞典》在扬州大学进行首发，张謇研究院

揭牌仪式和张謇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同时举

行。全国政协原常委、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

员会原副主任、张謇嫡孙张绪武，中国史学会

副会长王建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张新科，省历史学会会长、扬州大学原副校

长周新国，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江南大学党委

书记朱庆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謇研究中

心副会长张慎欣，省档案馆副馆长孙敏，扬州

大学党委书记姚冠新、校长焦新安等领导出席

会议。在《张謇辞典》首发式上，焦新安代表

扬州大学致欢迎词，张绪武、王建朗、张新

科、朱庆葆、孙敏等领导和专家分别致辞。

张新科在致辞中指出，“《张謇辞典》首发

式、张謇研究院揭牌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扬

州召开，这是江苏史学界、学术界的一件盛

事，必将对我省的史学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起

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地区，江苏拥有较为雄厚的社科研究

力量，江苏省史学界在其研究领域内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张謇研究方面，近年来，

我省的高校、档案馆、博物院馆、科研机构、

党校和部队院校等各路大军协同作战，对张謇

研究史料、张謇创办企事业档案的整理研究等

工作成效显著，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省的张

謇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长期以来，扬州大

学高度重视张謇研究，取得一批重要学术成

果。老一辈学者祁龙威先生在《张謇日记》笺

注研究领域进行了开创性工作，在省历史学会

会长、扬州大学周新国教授的带领下，以张謇

研究所为重要学术平台的研究团队在张謇研究

领域也取得重要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张謇

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其实业救

国、造福乡梓的思想和实践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和深入研究。扬州大学在原有张謇研究所的基

础上，升级成立了张謇研究院，这是扬州大学

深刻理解和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

全面推动张謇研究的一件大事。

《张謇辞典》首发式暨张謇研究院揭牌仪式

之后，召开“张謇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南

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张生，东南大学教

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陶思炎，省历史学会

常务副会长杨颖奇，孙敏，省档案馆二级巡视

员林越陵，省档案馆征集处处长蔡和，扬州市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广春，广陵书社副总编

辑刘栋，南通大学教授王敦琴，南通大学口述

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韦晓东以及扬州大学有关方

面负责人与专家进行了交流发言。

来自中国社科院、省社科院、省档案馆、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南大学、南通大学、

南通博物苑、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档案馆等

省内外科研单位和高校的 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

会议。

（省社科联学会部）

《张謇辞典》 首发暨张謇研究院揭牌仪式
在扬州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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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暨中

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本

次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研究中心、经济学院、长江产业经济研究

院主办。数十名经济学专家学者齐聚南京，聚

焦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经济思想，研讨新时代

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江苏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张爱军，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出席

开幕式并讲话。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

授洪银兴等作大会主题发言。

张爱军指出，党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走

向复兴的不懈奋斗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不断发

展和成熟的历史。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经

济思想，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重大

理论问题，意义重大。

胡金波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发

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

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随着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

展，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创新性、指导性。深

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有利于探索

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规律，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

性和前瞻性，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洪银兴指出，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思

想的发展是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

过程，要深刻理解今天的发展成就从何而来，

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对新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贡献。中

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碚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推动了多样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百年探索的伟大奉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泰

岩表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辟了理论化学术化的新路径。山西大学校长

黄桂田深入探讨了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的逻辑基础。辽宁大

学教授林木西介绍了中国特色的中长期发展规

划制度与中国特色中长期规划的重要作用，提

出要以国家发展规划为导向，完善宏观经济治

理的“中国经验”。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根福介

绍了“国家综合要素优势”与我国不同阶段的

工业化战略选择。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程霖梳理

了新中国经济发展与理论创新。浙江大学教授

李实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建立发展与共享的兼容机

制。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赵学军从社会基础、

发展历程、历史贡献等方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与实践。西安财经大学副

校长任保平表示，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发展经济

学提出了全新的理念，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

的新境界。南京大学教授杨德才分析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演进规律，以及创新性、

发展性、科学性、实效性等典型特征。

(南大社科处)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暨
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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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大国“三农”历史变迁与发展

经验专题研讨暨乡村振兴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

举行。江苏省委原常委、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

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鸣，南农大“钟山学者

计划”特聘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曲福田，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国

务院参事、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

秀荣，南农大党委书记、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

展研究院院长陈利根，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

究中心研究员王欧，省社科规划办主任许益军

出席论坛。论坛由南农大党委副书记王春春主

持，陈利根致辞。

主题报告阶段，徐鸣、金文成、何秀荣、

曲福田从“三农”历史变迁的视角，围绕我国

农业发展、农民生活变化和乡村变迁进行分析

和研讨，为建党百年营造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良好氛围。

徐鸣在 《百年城乡关系：从割裂走向融

合》报告中立足百年城乡关系的变迁，阐述了

中国百年城乡关系的演变的几个关键阶段，指

出现阶段的城乡融合，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

市反哺农村，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使我国农业

农村的发展跟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在城乡融

合发展过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仍未寻找到适

合的模式与路径，培育新一代具有现代意识和

技能的农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金文成在《建党百年三农发展史纲》中梳

理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通过不同阶段重大

战略思想的引导，解放农村生产力，带领亿万

农民翻身解放、摆脱贫困，朝着共同富裕的道

路大步迈进的历史进程。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一定程度上就是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的历史，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

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党领导三农事业的发展史

是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秀荣在 《大国小农：起源、变迁与未

来》报告中以大国小农为题，分析其起源、变

迁与未来展望。他认为中国小农的生存条件已

经逐渐消失，在规模经营发展壮大的同时，从

小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到规模经营为主之间必定

存在小农户现实生计和社会平稳转型的过渡

期，在该阶段的前期和中期，小农户家庭经营

仍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要重点考虑

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问题。

曲福田作题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

与现实路径》 的主题报告。报告以问题为导

向，着眼于焦点问题中的乡村治理，指出该研

究的多学科性和交叉性。他认为中国乡村治理

历史变迁的动力机制其基本动力是国家与乡村

关系的矛盾运动，直接动力是国家建构与国家

治理体系变革。他分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

成就和当代困境，指出解决好当下的乡村治理

困境必须紧扣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治

理目标，充分发挥各类治理主体的作用，抓住

乡村治理中的主要矛盾，深化治理方式的改

革，尤其是要探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治理

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转变，建立“互联网+”治理

模式。

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省农业科学

院、省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

南京农业大学师生代表百余人参加论坛。

（南农大社科处）

大国“ 三农” 历史变迁与发展经验专题研讨暨
乡村振兴论坛在南农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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