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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在京召开

探讨“当代中国与它的发展道路”

2009年09月16日16:38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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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9月16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由当

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主题为“当代中国与它的发展道路”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于9

月16-18日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出席欢迎晚宴。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

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副院长兼当代所所长朱佳木致开幕词。中国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中央

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钱小芊、中国社

会科学院顾问刘国光等出席开幕式，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沙建孙出席开幕式并做大会发言。 

  王伟光在讲话中说，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是为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及其国

际学术交流而设立的高端论坛，每五年举办一次。自2004年第一届论坛举办以来，当代中国史

研究又取得了新的可喜成绩。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的具有编年史性质的大型资料书《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编年》，继1949年卷之后，又陆续出版了1950年至1955年卷共6卷，约700万字,学

术界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纳入高等院校本科必修课，标志着当代中国史研究

的最新成果已进入大学课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年会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史学术研讨活动持续

开展，并编辑出版了《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

探索》、《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的历

史发展》等论文集，发表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等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问

题的学术文章。在此期间，还出版了许多共和国领导人的文集、回忆录、传记、年谱，以及研

究当代中国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专著等等。 

  王伟光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波澜壮阔，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

足珍贵。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伟大时刻，围绕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开展研究和交

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辛探索并成功走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平凡历史。这60年，

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经受各种风

险考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不断发展壮大，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60年；是

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60年。 

  王伟光强调，中国人民创造的辉煌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的发展道路引起了全世

界的关注。国内外各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内涵、特征、价值、意义、发展潜力等，作了许多理

论探讨，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下，经过60年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是

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道路，是一条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正确道

路，是一条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科学发展之路、和谐发

展之路、和平发展之路；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了贡

献；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源，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既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史料，也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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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光最后指出，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开展当代中

国史研究，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要注重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特别是新史学的

有益方法，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方法，努力拓宽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视野，将丰富多彩的

历史片断整合成全面系统的历史记述，更加全面、生动、丰富多彩地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

史图景，真正发挥国史研究“资政育人护国”的重要功能。 

  朱佳木在开幕词中说，编纂和研究国史不仅仅是国家编史机构的职责，也日益成为一切有

志于国史编纂和研究的学者所从事的工作。尤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

不断提高，世界上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有鉴于此，当代中国研究所从

2001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面向全国征文的学术年会，每五年举办一次邀集国内外著名学者参

加的国际高级论坛，以便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促进这门新兴学

科的繁荣和发展。当前，“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正成为世界范围的热门话题。而任何一

种发展道路都是历史形成的。离开了对历史的考察，仅仅作理论上的探讨，往往难以将问题看

明白，说清楚。他希望通过这次论坛，把当代中国的历史与“中国道路”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加

以讨论，以此促进“中国道路”的概念逐渐清晰，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开幕式上，还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的开通仪式。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远东

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教授等18位国外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也有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如香港

浸会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卫兴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学部委员张海鹏研究员、世界历史所原所长于沛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

授、当代所的副所长张星星研究员等50余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会议。会议采用大会发言和分组

讨论的形式进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所等

中央国家机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师生共2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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