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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开幕

式上，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

主任蒋建国做了题为《读懂新时代的

中国 共建更美好的世界》的主旨演

讲。

他认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各

国更加关注中国将如何与世界相处、

如何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第一、中国为全球发展创造的机

遇将会越来越多。十九大规划了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中国发

展将更加日新月异，将进一步做大开

放普惠的市场，进一步做强利益共享

的链条，给世界带来丰厚的发展红

利，向世界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中国

创造”，为世界各国创造共同繁荣提

供重大机遇。

第二、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大门将

会越开越大。明年 11 月，中国将在

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为各方开辟中国市场搭建合作新平

台。中国首创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

会，是中国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举

措，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向世界敞开大

门的决心。

第三、中国与不同文明的交流将

会越来越深。中国倡导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华文

明既拥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又

有造惠于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已经为人类文明发展添

加包容多元的精神气质，正在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四、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中国将始

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发

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

交汇点，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

设，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努力做好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蒋建国还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

代，中国学研究要扣紧新时代的中国

发展的脉搏，努力成为中国的观察哨

和建议者。借此机会，他提出了四点

倡议：一是研究好讲述好中国的精彩

故事。研究和讲述中国故事，对世界

认识中国、读懂中国十分重要。一方

面，要研究历史的中国，研究中国近

现代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

道中国“从哪里来”；另一方面，要研

究今天的中国，研究中国共产党成功

的原因，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研究

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研究中国与世

界的良性互动和积极贡献，说明中国

“向何处去”。二是研究好解读好中

国的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

梦想。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所未有地接近

和有信心有能力去实现民族复兴的

梦想。中国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

困并走向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研究解读中国人民追

逐梦想的伟大进程，有助于中国学

研究谱写更加动人的篇章。三是研

究好阐释好中国的价值理念。国家

和民族发展没有完全相同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根本在

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文化精髓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中国学研究既要关注中

国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更要挖掘

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

中国价值，让世界从与中国共享“经

济发展红利”，走向更高层次的共享

“思想理念红利”。四是研究好传播

好中国的天下情怀。中华民族历来

讲求“天下一家”，主张“天下为公”，

憧憬“天下大同”。中国共产党所做

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

发展。中国学要加大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重大

倡议的研究传播，反映中国将自身

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天下情怀、

大国担当，为共同建设美好的世界凝

聚共识、汇聚力量。

世界中国学论坛在沪开幕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出席并致辞

中外学者共论“新时代的中国”
本版撰文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以“新时代的中国”为主
题的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昨天在
上海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180多名中国学及汉学专家参加
论坛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出席
开幕式并作题为《读懂新时代的中
国 共建更美好的世界》的主旨演
讲。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出席并致辞。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崔玉英主持开幕
式。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
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作了题为《新
时代的新汉学》的主旨演讲。

蒋建国在作主旨演讲时指出，读
懂新时代的中国，要把握好几个关键
词，也就是新思想、新论断、新目标和
新愿景。他说，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学研究要扣紧新时代的中国发
展的脉搏。为此他向与会者提出四
点倡议——研究好讲述好中国的精
彩故事；研究好解读好中国的伟大梦

想；研究好阐释好中国的价值理念；
研究好传播好中国的天下情怀。

应勇在致辞时指出，按照国家战
略部署，上海正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
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成科技创新
中心的基本框架。上海所谱写的时
代新篇章，将为专家学者了解和研究
中国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生动的案
例。相信专家的真知灼见将给上海
带来有益的启迪和帮助。

李君如、尼哈尔·罗德里格、罗思
义等中外学者代表参与大会演讲。
与会中外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中
国为全球发展创造的机遇将会越来
越多；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大门将会越
开越大；中国与不同文明的交流将会
越来越深；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

世界中国学论坛创办于 2004
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和上海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
市政府新闻办联合承办，是一个高层

次、全方位、开放性的学术论坛，每两
年在沪举办一届主论坛。本届论坛
是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在中国举办的
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活动，包括开
闭幕式、大会演讲和五个平行圆桌学

术会议、两个专场会议。专家学者将
就“新时代的指导思想”“新时代的平
衡发展”“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新时
代的制度建设”“新时代的大国外交”
等展开圆桌讨论。

论坛上，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上

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李君如做

了题为《中国的新时代和新时代的中

国学》的演讲。

他指出，自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

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以来，中华大地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在毛泽东领导下“站起

来”的中国人，唱响了“富起来”的赞

歌，现在又吹起了“强起来”的进军

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九

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因此，讨论中国学的发展方

向，必须深刻认识“新时代”这一历史

方位，了解今天的中国向何处去，把握

十九大后中国内政外交的根本走向。

他指出，同中国内政新思想相一

致的，是中国的外交新思想。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多个国际

场合阐述过解决国际问题的“中国方

案”，这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赢共享”。十九大把这一外交

新目标写进了党代会报告，成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国际关

系问题时的基本方略。迄今为止，世

界上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要么强调大

国主宰，要么强调权力平衡，要么强

调地缘政治，但是都没有能够有效解

决当今世界的复杂问题，既没有解决

安全问题，也没有解决发展问题。中

国共产党提出在寻找利益交汇点、形

成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也是

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他提出，

要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摒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

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

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这不仅是中国

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坚持独立自主和平

政策的重要方略，而且对于解决今天

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选择。因此，要了解十九

大后的中国走向，还要读懂十九大关

于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和新目标。“总

之，研究中国学今天的时代使命，必须

对新时代的中国及其内政外交走向有

这样比较全面的了解。”

嘉宾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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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家和学者参加论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