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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时代和新时代的中国学
李君如

不久前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过去5年极不

平凡历史性变革的总结， 郑重地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

一关于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论

断， 要求我们从当今中国新的历史特点

出发去考虑各个方面的工作， 包括中国

学的研究。 这里，我以“中国的新时代和

新时代的中国学”为题，交流一下我对这

个问题的初步思考。

中共十九大后的中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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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后， 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进入了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代。 讲

十九大后中国的走向， 这就是最根本的

走向。
要理解这个根本的走向， 需要了解

十九大提出的三个“新”：
一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是十九大关于中国今天

所处的历史方位的一个重要论断。 什么叫

“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发展、历史任务、主要矛盾、民族

复兴、 世界意义等方面作了全面的阐述。
“时代” 是一个时间范畴。 我们这里讲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概括地说，
指的是中国21世纪中叶前40年，是我们完

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部战略任务的时

代，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从而是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
这里有三个范畴，一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战略任务”。 这三个

范畴，是相互联系的。 提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

民族经历了内忧外患、 山河破碎的民族

苦难。 而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东方大

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战败， 不仅是因

为外国列强入侵、本国统治者腐朽，而且

是因为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时，中国当年

的皇帝夜郎自大、闭目塞听，错过了工业

革命的机会。 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中国人民就要进行两场伟大的革

命，一场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以求得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场是生产力革

命， 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

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就是中国

人民伟大的生产力革命。中国能否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 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

现伟大复兴。 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基础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意味着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我们党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

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中国人民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之日， 就是我们完成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全部战略任务之时， 亦即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期。
我们所强调的“新时代”，就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 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部战略

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因

此，要了解十九大后的中国走向，首先要

读懂十九大关于中国进入“新时代”的重

要论断。
二是 “新矛盾”。 十九大之所以强调

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有一个重要根据， 这

就是：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熟悉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和语言的朋友都知道， 每当中国共

产党讲到主要矛盾变化时， 就意味着中国

共产党的工作要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十九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论

断告诉我们， 中国正在和将要在两个相互

联系的方向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在继续推

动发展的基础上，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 二是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 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高要求

的同时， 满足人民在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

求。 也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改革开放是艰

巨的， 我们今后的改革开放更艰巨； 我们

过去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伟大的， 我们今后

改革开放的成就更伟大。 因此， 要了解十

九大后的中国走向， 必须读懂十九大关于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论断。
三是“外交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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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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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领导核心

研究新时代的中国学， 不仅要研究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还要研究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十九大有一个突出的亮点， 就是始

终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阐

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在论

述大会的 主 题 时 ，强 调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在论

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更

是明确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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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

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

顾 肩 负 起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历

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
在 论 述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也把这一马克思

主义最新成果界定为“全党全国人民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而 奋 斗 的 行 动

指南”。 你看，一个讲的是“十九大的主

题”，一个讲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使命”，一个讲的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历史地位，
三个重大论断，强调的都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这不应该

引起我们重视吗？
我们注意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

理政的时候， 一而再、 再而三提出的一

个问题： “我是谁， 从哪里来， 到哪里

去？” 2014年5月4日， 他在同北大师生

座谈时说：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必

须知道自己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要到

哪里去， 想明白了、 想对了， 就要坚定

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2015年11月3日，
他在同参加第二届 “读懂中国” 国际会

议的外方代表座谈时又一次讲到： “我

们从哪里来， 我们走向何方？ 中国到了

今天， 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

一种历史感。” 他还说： “伫立在天安

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一组浮雕，
表现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

革命胜利的全景图。” “我们一方面缅

怀 先 烈 ， 一 方 面 沿 着 先 烈 的 足 迹 向 前

走， 我们提出了中国梦， 它的最大公约

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 我们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什

么， 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
十九大之所以要突出中国共产党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是因为中国

共产党是在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苦苦求索中诞生的， 是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曲折进程中成熟的， 是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道路

上发展壮大的，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领导核心。 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世界

上所有的共产党不一样的是， 不仅把自

己定性为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
且把自己定性为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96年的历史，概
括起来， 就是干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这样一件事。 习近平总书记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时， 明确说过：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

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

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完整事业。 ”

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 不仅在历史上始终为实现中

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今

天更是以明确的指导思想自觉带领中国

人民为最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而不

懈奋斗。 十九大确定的新时代的任务是

什么？ 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十九大制定的新时代的

中国发展战略是什么？ 就是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基础上， 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就是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

指南。
总之， 中国共产党已经以昂扬的精

神状态， 踏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路， 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

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新时代为新时
代的中国学注入了时代的
新要求

中国学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

学问。 既然中国的历史方位出现了如此

大的变动，我们能够脱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

背景和时代条件， 来讨论和研究中国学

吗？ 显然， 我们要正视这样的历史性变

化， 正视这样的历史性变化对中国学研

究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 我们要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

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 深入研究新时代

的由来及其主客观条件，深入研究“新时

代”这一历史方位新判断的科学内涵、科
学依据及其学术价值， 包括要从学术上

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新时代的

关系、“新时代”时间划分的上限和下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时代的关系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社 会 主 要 矛 盾 和 新 时

代社会 主 要 矛 盾 的关系，等等。
第二， 我们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

阐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深入研究和阐

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新时

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特别

是要通过深入研究进一步阐述习近平同

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作出的

杰出贡献。
第三，我们要从历史、现实、未来相联

系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的走向，包括政治走向、经济走向、文
化走向、社会走向等等，不断跟踪研究新

时代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进程及其取得的历史性新成就，不断跟踪

研究新时代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创新和

理论创新及其取得的最新成果。
第四， 我们还要从中国和世界相联

系的视角， 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对世界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关注世界各国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各种舆论， 并在这样的关注中有针

对性地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中国故事”。
总之， 中国的新时代已经为新时代

的中国学注入了时代的新要求，推动我

们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 谱 写 中 国 学 的 新

篇章。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中国学新篇章

新时代与中国学的新使命
于信汇

世界中国学论坛自2004年创办以

来，已经成功举行了六届 ，现在举行的

是第七届，已有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2000多位中国学专家们参 加 过

这一盛会 。 十几年 来 ，世 界 中 国 学 论

坛 从 无 到 有 、 从 小 到 大 地 发 展 起 来 ，
从 单 一 的 上 海 会 场 扩 展 到 北 美 和 欧

洲 分 论 坛 ， 影 响 力 在 不 断 地 扩 大 ，讨

论 的 议 题 也 越 来 越 广 泛 、 越 来 越 深

入 ，不 仅 在 很 多 研 究 领 域 都 起 到 了 引

领 作 用 ，还 培 养 出 了 一 大 批 新 一 代 的

中 国 研 究 专 家 。 可 以 说 ，世 界 中 国 学

论 坛 如 今 已 经 成 为 中 国 学 者 与 世 界

各 国 中 国 学 家开展国际对话和学术交

流的重要平台 ， 也是目前全球最具影

响力的中国学研究学术盛会之一。
这次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召开，恰逢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

幕不久。十九大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到来，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简言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

个新的时代 。 之所以说 “进入了新时

代”，其根本依据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全方位、 开创性成

就和深层次、根本性变革。 从民族复兴的

角度来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世

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 科学

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了强大

生机与活力；从人类现代化实践的角度

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开

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中国

学研究应当也能够为这个伟大的时代

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一方面，中国学

研究脱胎于传统的汉学研究，具有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紧扣中国的发展

现实，具有贯通古今的学术基础和学术

潜力；另一方面 ，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

者们遍布于世界各国，具有开展跨国协

作或进行国别比较研究的优势，具备将

当今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

当中的宏大视野。
新时代的发展实践也为我们中国

学研究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时代

命题， 那就是如何研究新时代的中国，
以及如何在新时代肩负起中国学研究

的新使命和新要求。 未来的中国学研究

不仅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更要

回答中国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

重大命题。 比如，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角色 ，中国应

该如何参与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

阐释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发展成

就，如何让中国道路更好地为其他发展

中国家学习和借鉴，让更多的发展中国

家人民从中受益？ 等等。
揆诸历史，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长期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 ， 对人类发展做出过重大贡

献。 但在近代工业革命的竞争中，中国

落伍了。 数千年历史的荣光在西方列强

的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左支右绌、黯然无

光，曾经的“天朝上国 ”陷入瓜分豆剖 、
割地赔款的悲惨境地。

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的历史中，实

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是无数中华儿女

最伟大的梦想和追求。 从“师夷长技以制

夷”到洋务运动，从 “中学为体 ，西学为

用”到清末新政，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

命，无数仁人志士、不同社会阶层在以不

同的方式探寻中国发展的道路。 孙中山

先生曾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
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方略。
梁启超则在1902年提出“经过维新50年,
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已成世界超强

国家 ,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的“政治幻

想”。 但这些探索大都以失败告终，他们

的梦想也未能实现。 辛亥革命失败后，鲁
迅先生不无悲痛地指出： “中国又一天

一天沉入黑暗里。 ”
正是在这黑暗的彷徨和摸索中，中

国共产党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从此以

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旗帜下，带领广大人民探索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过巨

大的成就 ， 但是也有过一些挫折和失

误，乃至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 但是，中

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纠正了发展中的错

误和偏差，最终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小平同志曾

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

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

望。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历代

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历经艰难曲折 ，已带领全国人

民向着“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

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

来的， 是在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深

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 更是在中华民族

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创新中走出

来的， 它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国经验和

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 值得从事中国学

研究的学者们去研究、去提炼、去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

具有深远的国际意蕴，它还意味着一个

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新时代。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可谓

一波三折。 我们曾经学习欧美、学习苏

联，但是都没有顺利地融入世界。 1949
年后，中国曾经一度面临西方国家的封

锁，难以融入世界体系。 直到1978年后，
我们才开始逐步融入世界，摆脱了尼克

松与基辛格先生所说的 “孤独的愤怒”

局面。 如今，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和国

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凸显。 中国之与世界

的关系从学习、内化开始走向引领和塑

造，我们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与日

俱增。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世

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已经改

变，更不意味着我们将要在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中“当头”，而是通过自身建设以

及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既

要超越现有的现代化困境，也要超越自

身的既有经验，以更深广的开放大格局

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作为当

今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现实

社会主义国家，要谋求更大的国际影响

力和国际机遇，必须应对走向现代化和

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普遍性问题 ， 从道

路、理论 、文化和制度等层面探索具有

社会主义和中国文化因素的现代化。 要

在道路上解决个体、国家和人类文明的

共同发展问题。 一方面在理论上构建一

种基于中国文化 、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

主体性话语；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建构国

内国际两个层面的体系性制度保障，明

确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边界，进一步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制度化。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了一些挫

折和困难。 中国也同样面临全球化负面

因素的冲击和挑战，如财富分配不均，劳

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恶化、非法移民、宗

教极端思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 但

是， 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或拒绝全球

化的世界潮流， 而是要和世界各国一道

努力去完善和弥补全球化的缺陷， 并努

力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为此，我们将继续

坚持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
坚持推进有效的国际治理机制建设、坚

持把全球化发展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结合

起来，融入全球化发展的大潮中去。
由于包括中国、印度、南非等在内的

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 当前国

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正面临一个转型过

程。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不确定

因素， 不同的人对于这种变化有着不同

的认识和理解。 特别是对于未来中国的

诉求与可能扮演的角色， 以及中美在这

一轮国际格局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国际社

会担心、忧虑者不乏其人。 在十九大报告中，
我们对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和诉求做

出了郑重的宣示， 那就是我们要构建一

个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 这并不是口头上的言辞，而是被以往

中国的发展实践所证实了的切身体验。 中

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

不开中国， 我们并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繁

荣和发展， 而是希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

展、合作共赢。 一些西方学者担心所谓

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没有依据的，中国

根本没有意愿和计划去寻求成为世界

霸权。 我们所追求的是与世界各国建立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这些年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正

是这一伟大思想的国际实践。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

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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