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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

变，相应地对两大社会制度及其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从“一边倒”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换。深入研究新中国

成立以来两大社会制度的演进逻辑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两大社会制度的认识及实践，形成新时代认识和处理

马克思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理论的中国智慧，以深刻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两大社会

制度间相处之道之现实启示与未来走向，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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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

度，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

后参与国际交往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关于

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论述和实践为基本遵循，在

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

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和中

国智慧的“两制观”。审思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社

会制度关系发展演进的历史，彰显党和国家对时

代主题变化的深刻把握，对不断加强与资本主义

交流合作并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积蓄物

质基础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启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不断深化，两大社会日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
还是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全面厘清新中国

成立以来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历史和发展逻

辑，全面打破认识两大社会制度的思想藩篱，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与全球治理、建构人类

命运共同体澄清思想前提，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两大社会制

度的认识及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两大社会制度的认识及实

践历程主要可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 一是从新中

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这一阶段新中国对

两大社会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但还是不同程度

受到“战争与革命”时代观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

阶段性特征。二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这一阶

段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不断深化对世界历史发展

和“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认识，不断加大与资本

主义国家的交流合作，两大社会之间日益呈现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交织格局。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

正确处理和认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基

本指导理论，是对马克思关于两大社会制度关系

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 一) “战争与革命”时代观下对两大社会制

度的认识及实践

斯大林将列宁对帝国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革

命发展趋势的研判结合起来表述为“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 P． 184) ，也被概括为“战争

与革命”时代。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人非常

认可这一时代观，毛泽东曾先后两次表述了对世



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乐观看法，“现在是全世界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

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2］( P． 1260)

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观的指导下，新中国认识和

处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大体上经历了特征明显的

两个时期:

一是新中国初步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阶段

( 1949 － 1959 )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交往的

中心任务是巩固和稳定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为

恢复经济建设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社会环境。当时

要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必须及时清理旧中国

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两大社

会阵营初步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

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虎视眈眈”，因而新中国采

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到了社会主

义阵营中。此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认为两大社

会制度是尖锐对立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列宁的帝

国主义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争夺世界市场、掠夺

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会进一步引

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是帝国主义的崩溃和

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惯性认

识基础上，毛泽东大胆预测了战争与世界社会主

义战争的发展形式，“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

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

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

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

溃。”［3］( P． 239) 这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看到了美国在中国周边采取的军事和经济封

锁行为，两大社会制度在现实中呈现出“你死我

活”的尖锐对峙状态，基于此新中国采取了“一边

倒”的外交政策，迅速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

系，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等。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新中国也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

则”，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如日内瓦会议、
万隆会议等。

二是新中国深入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阶段

( 1960 － 1978 ) 。随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开展，

中国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中国国

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国际社会上努力发挥

更大作用成为当时的历史选择。这一阶段国际局

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两大社会阵营的关系以缓和

与紧张交替开展，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不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显著变

化，苏联试图将中国纳入到其全球竞争战略中，结

果是中国抵制苏联，中苏关系恶化。60 年代中后

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历程和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影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两大社会制度的

认识，过高地评估了亚非拉地区革命形势和世界

大战的威胁，由此带来的革命主义和反修正主义

影响了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此时中国一度需要同时面对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

带来的国际压力。70 年代随着联合国合法席位的

恢复，新中国逐步打破了对两大社会制度水火不

容的对峙认识，此时具体表现为“中美关系缓和”、
“中日建交”等。针对两大阵营的对峙，毛泽东还

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时两大社会制

度相处实践和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改

革开放前新中国对两大社会制度的认识深深地烙

下了“战争与革命”的因素，但在维护国家独立和

主权安全的前提下中国逐渐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

缚，开始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交流，成为美

苏两极对立格局之外不可忽视的独立力量。需要

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处理两大社会制度关

系的实践已经逐步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特别

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广泛参与国

际事务、推进世界历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二) “和平与发展”时代观下对两大社会制

度的全面认识及实践

1978 年党和国家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

此确立的基本国策成为当时调整内政外交的重要

依据。1984 年邓小平依据世界的整体形势提出了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党的十三大基于此将其概

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在这两

大主题指导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不断深化对两

大社会制度的认识。邓小平在反思改革开放前的

历史经验、总结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

上，紧密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认识和处理两

大社会关系。在世界两极格局下邓小平坚持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苏

东剧变后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恢

复并稳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两极格局已

经终结，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秉持冷战思

维持续向中国施压。江泽民在邓小平对两大社会

制度关系的认识和实践基础上，继续突破两大社

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束缚，提出以新安全观持续推

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的主张。党的十四大报告

提出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倡导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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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在此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助的

新安全观”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新世纪以

来全球化纵深化发展，国家间共同利益和相互依

存度不断提升，恐怖主义和生态环境危机等全球

性问题也要求不同国家加强合作; 同时“中国威胁

论”、“新殖民主义”等言论甚嚣尘上。胡锦涛基于

两制关系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考量提出了“和谐世

界”理念，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建设，推动“国际秩

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对世界发展大势的

准确研判基础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是

新时代认识和处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重要指导

理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

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

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 P． 259) 客观上讲全球化的

纵深推进让各国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生共长是当前两大社会制

度相处的基本态势。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

主义国家一直面临如何认识和处理两大社会制度

的问题，尽管列宁晚年通过“新经济政策”利用资

本主义国家资金和技术，探索并发展了两制和平

共处的理论和实践，但这种摸索很快因国际局势

的变化终止了，“战争与革命”主导了两大社会制

度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

观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

化，由此指导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也

实现了从“一边倒”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演化，这深刻澄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两

制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逻辑透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社会制度

关系的实践演进

马克思对两制关系的政治性论述以及列宁对

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深刻抨击，让我们一度坚信社

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全面胜利将在短

时间内实现。然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呈现的却是

与此大相径庭的现实: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不断发展，西方资本主义

相继进入福利国家; 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进入低潮，经历巨大波折之后的社会主义在全球

化进程中逐步认识到要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实现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要

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两大社会制度及其关

系认识的演进逻辑，就需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

角全面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基本现实。
( 一) 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分离是两大社会制度

共处的总体性境遇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

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

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

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 P． 592) 这就

是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需要同时具备物质条

件和革命主体条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实现

资本积累的同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穷困潦倒，

由两种积累带来的矛盾及其相互斗争不断为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条件。随着资本的持续积

累，生产力的社会化需要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

矛盾尖锐无法调和时，社会主义就具备了取代资

本主义的现实组织形式。工人因不占有生产资料

而不断加剧的贫困与资本积累相互交织，使得工

人的贫困积累达到顶点从而培育出了执行取代任

务的主体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马克

思认为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社会

主义革命必然会发生。但是资本全球化扩张造成

了“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分离”［6］

的历史境遇，具体来看资本积累主要在发达国家，

贫困积累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有效解决

资本生产方式造成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资本

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来转移国内日益凸显的矛盾问题。
正是在资本全球扩张中世界日益分裂成了与

马克思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结构: 处于中心位置

的发达国家和处于边缘位置的发展中国家。世界

生产体系的分裂使得社会主义诞生条件也发生了

分离，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的物质基础和革命主体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全

球已没有哪个国家同时具备社会主义诞生的两个

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在全球寻找价值洼地实现了

物质的高度积累，进而获得了建立福利社会的条

件，如此以来发达国家失去了执行社会主义革命

的主体，不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诞生条

件。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支撑起了发

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分离的总

体性境遇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力相对落后国家率先

诞生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矛盾

借助资本输出转移并集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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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身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生产力发展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所需

要的物质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

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无产阶级政党是坚定的革

命领导力量 ( 如中国无产阶级同时承受“三座大

山”的压迫，社会矛盾尖锐) ，但他们还苦于生产力

的相对落后。在这种情形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

为处理和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根本依据，这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制关系发展演进的内在遵

循。
( 二) 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制关系发展

的理论及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社会制度关系发展演进

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

题的转换，立足由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社会主义诞

生条件分离总体性境遇，正确认识新中国认识和

处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发展演进历程，并与时

俱进地阐明全球化时代两大社会制度的相处之

道，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具有的理论自觉。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分离

的历史背景中拉开了序幕，而且最先在矛盾最为

深刻的东方落后国家开始了探索。处于世界边缘

地带的东方落后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尖锐，最先

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条件，但比对马

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理论，东方落后国家和地区

并不具备社会主义诞生所必备的物质条件。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

面临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落后需要

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来不断积累社会主

义的物质条件，这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

要融入到世界市场中;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

如果社会主义中国以成立时的弱势身份融入到全

球政治经济体系，就会陷入被强势国际资本主义

支配的困境，面对在产业链、金融链上处于绝对优

势地位的国际资本，当时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

主义中国几乎没有与之抗衡的实力。如果新中国

成立初期就进入世界市场，不仅会被发达资本产

业链、金融链所支配，而且将长期承担发达国家内

部的矛盾转移。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

是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防

体系，为后续参与全球化竞争奠定基本物质保障

基础，围绕这一首要任务认识和处理两大社会制

度的关系是当时的历史性规定。
据此不难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战争与

革命”时代观认识两制关系的背景，对外要高度警

惕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性活动，积极争取同属社

会主义阵营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对内通过建立起

通过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一

切力量建设能够实现自我保护能力的工业体系和

国防体系。尽管这一时期经历了曲折性探索，但

随着完备工业体系和强大国防体系的建立，中国

具备了在全球市场中实现自我保护的能力，不再

惧怕资本主义的颠覆性活动。自此党和国家开始

逐步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对世界格局准确研判的基础

上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并以此处理和认

识两大社会制度的关系。在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分

离的总体性历史境遇中，社会主义中国在具备了

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后，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一切积极文明成果不断积累社会主义物质条件。
换言之，今天两大社会制度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层原

因是社会主义在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后需要在全球

化进程中不断实现物质条件的积累，资本主义仍

然需要通过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 包括中国等

社会主义国家在内) 转移矛盾以维持其国内的文

明景观。然而还必须承认目前两制关系并不是平

等的，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来看，这种状况是

需要改变的。“二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

越擅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内部矛盾，具体表现为

发达资本凭借其长期积累起来的经济、政治等优

势强势乃至霸权式地维护其既得利益格局。不可

否认的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发达资本可以继续拓

展的空间，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存续下去。新中国

成立以来两大社会制度关系演化发展历程及其内

在逻辑，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两大社会制

度发展现实的把握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性发展。
三、现实启示与未来趋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两

大社会制度关系发展审思

尽管马克思论述过“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等关于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科学论断，但马克思

身后世界生产和再生产特别是社会主义诞生条件

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论是列宁关于两制和平

共处的探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两制关系的

认识演进，都是在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分离的背景

中开展的探索。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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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及其关系的内在特质揭示，有必要进一步审

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启示与未来发

展趋向。
( 一) 要发展而非教条地认知两大社会制度关系

马克思去世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临

着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分离的总体性境遇，这就使

得我们今天在考察和总结两大社会制度关系时必

须不断结合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跳出两大社会

制度“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意识形态窠臼。按照

理论和现实、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内在要求，对照

具体的时代背景全面阐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内在关系，逐步从教条式、被动式论述中走出来，

真正落实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而非教条，这是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历史使命。“苏东剧变”
以来很多人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存在的合法合理

性，更有甚者如福山鼓吹的“历史终结论”，这显然

是一种主观性外部反思。马克思论述两大社会制

度关系时，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主要矛盾主要集中

和表现在国内。但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借助全

球化历史进程扩张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诞生

条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分离，这就要求我们要

发展地看待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演进，决不能依

赖忽此忽彼的逻辑推演能力将两制对立关系的一

般性原则不予区分地应用到任何情况，不能教条

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两制理论。从外部对待

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抽象性的形式表达现

实性内容，这种典型的教条主义最容易导致马克

思主义理论在理论和现实、历史和逻辑之间出现

悖反性现象。
( 二) 全球化时代两大社会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

在资本主义不断走向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

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

靠其建立在资本链、产业链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品
牌优势等，轻松地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

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国内压力并获取高额剩

余价值。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参

与全球化进程，发达资本主义将失去实现资本增

殖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广阔的市场支持，发达资

本主义国内的文明景观和福利社会也将失去支

撑。当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利用广

大发展中国家资源实现资本积累的同时，包括社

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尽最大程度地

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为向更高层级的社会

发展积累物质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化进程来发展经济，未来随

着科技水平的发展，我们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

占有更有利的位置，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

积累不断创造出最有利的发展态势和发展空间。
从这层含义上讲，21 世纪的两大社会制度之间存

在相互依赖的经济合作关系，而且形成了服从各

自发展目标的同生共长事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

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7］

( 三) 两制并存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内在

限度

尽管两大社会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但在当下

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占据着

最有利的地位。发达资本在全球进行扩张实现增

殖的方式已经由马克思时代的枪炮殖民政策转化

成了文明产业链条，这种看起来具有文明外观的

金融链、产业链可以更为轻松地占有包括社会主

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剩余劳动

价值。不论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角度出发，

还是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共存，

资本主义为实现资本积累维持国内福利社会与社

会主义为未来社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具有历史同

构性，这也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的深层原因。从本质上来讲“和平与发展”更多的

是服务于发达资本实现资本积累，一旦出现不利

于发达资本积累的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会

发动“无硝烟”的货币战、金融战、贸易战等，更有

甚者还会以局部性战争来为资本积累争取最大权

益。资本全球化扩张和增殖过程中也产生了越来

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贫富分化、环境破坏、恐怖

主义等日益成为制约资本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因

素。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在世

界舞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不断发

展经济为本国实现国富民强不断努力，另一方面

不断引导全球经济和世界正义的发展。
( 四) 要确定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的行为底线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世

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发展格局的多样化更为凸显，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

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货币战、金融战、贸易

战等纠纷或争端，但必须高屋建瓴地认识到更多

时候这些争端是服务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随

着人类社会相互交流合作、依存联系的日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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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势必会出

现新的较量，呈现更为复杂的斗争趋势。但凡这

些经济争端没有危及到国家统一和国防安全，就

应在时刻保持忧患意识的同时要设定好对待全球

化发展的行为底线，坚决避免盲目的排外主义、极
端的民族主义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理应在与资本

主义交往的过程中发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好声

音”，避免或左或右的对待资本主义。“每一个时

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

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

容。”［8］( P． 436)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列宁基于世界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形势，对社会主义将在短时间

内取代资本主义的两制认识，在今天已经发展演

进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两大社会制度长期共

存的客观事实。
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9］，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两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的关

键因素。特别是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的超级大流

行与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相互叠加互相激荡，

更加凸显这一世界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不可否

认，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关
系调整及其互动都日趋明显，不同政治思潮碰撞

争锋，多样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这一世界大变局正

在加速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关系及其共

处空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

避免 的，但 是 一 切 民 族 的 走 法 却 不 会 完 全 一

样。”［10］( P． 777) 当前社会主义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

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影响之大、综合国力发展之

快同样百年未有，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正焕发出强大生机与

活力，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并势必

对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形成重要引领作用。处

于新的时代场域下，如何正确看待全球化时代人

类命运共同体与两大社会制度间相处之道的现实

与未来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具有重大理

论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

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的相继成熟，

如何在两制关系的新特征新态势中进一步明晰社

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定位，并不断自我确证以作出

相应的战略抉择，依然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与

实践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在理论

与实践中予以深化，从而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之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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