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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万寿论坛”系列活动之“‘21

世纪社会主义’的特色、挑战及未来发展”主题对话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21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教授海因茨与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副教授郭洁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互动交流，来自中联部、中央编译局、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

学、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新华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 

 
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牛顿曾经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一些，那是因

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说，没有牛顿，就不会有爱因斯坦；那么没有前

人的理论铺垫，也不会有‘21 世纪社会主义’”，年逾七旬但仍精神矍铄的海因茨

教授在出席“万寿论坛”第 6 场沙龙对话活动时兴致勃勃地谈到。他分别从社会



主义理论演进、现实探索、困难挑战及未来前景等角度，深入阐述了对“21 世纪

社会主义”的理解与认识。  

 

“21 世纪社会主义”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传承和发扬 

 

科学是知识和思想的积累过程。“21 世纪社会主义”是对“20 世纪社会主义”

的一种传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思想的延续，并没有与前人

的思想割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牛顿的基础上才得以建立，而量子物理学

也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基础。“21 世纪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科学，并且是

一种“有良知的科学”，我们应该用先进的理论对现实进行客观分析，承诺为绝

大多数人谋取福利。“有良知的科学”和“为多数人谋福祉”理所当然是“21 世

纪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21 世纪社会主义”有自身的特点和标准：在政治方面，一般由共产党执

政，不采用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在经济方面，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不以“利润最

大化”为原则，不承认私有制；在舆论管理方面，媒体由执政党所控制，而非由

私有资本来运营；在文化和社会融合方面，应由执政党主导，而非由大型的跨国

公司操纵；在社会文化结构层面，更强调社会团结互助，以及个人和社群的互动

与共建。 

 

“21世纪社会主义”不能陷入浪漫主义情结，而应是一种指导现实的科学 

 

“21 世纪社会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浪漫主义概念，而是一种现实的科学

范例，它不仅涵盖一系列价值观，还要着眼于解决两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一是经

济政策。“21 世纪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更重

视财富的二次分配和资源的公平配置。二是政治结构。即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民

主的关系，在权力结构上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诉求和利益，而不是相反。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构建“21 世纪社会主

义”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民主？我们不想要“腐败的民

主”，我们需要“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民主”。 “21 世纪社会主义”不能陷入浪

漫主义的道德陷阱，也不能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

实现社会主义”。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 

 

“21 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源自德国，是对 20 世纪苏东社会主义反思的产物。

查韦斯虽然也提出了“21 世纪社会主义”，但未能实现这一宏图伟业。内外因素

都对拉美左翼形成牵制，大部分国家未建立相应机制，甚至在一些中左翼政府中

还存在一些“反共”势力。美国也坚决不会放任拉美地区出现“第二个古巴”，

不遗余力通过政治压力、舆论抹黑、经济制裁进行打压。 

 

当前，在拉美地区，“21 世纪社会主义”不管在国家层面、政党层面，还是社会

运动层面，都不尽如人意。近段时间来，拉美左翼进步力量受挫，背后深层次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左翼应对媒体战的能力和经验不足，面对“西化”媒体的大肆攻击，往

往手足无措、招架不住。玻利维亚公投使现任总统莫拉莱斯无缘连任四届总统即

是一例。 

二是左翼与当代科技新发展相割裂。一方面，未能利用社交网络来扩大社会

基础、传播进步理念；另一方面，左翼不了解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信息，对经济发

展动态把握不足。 

三是党员干部和青年人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有专门的党校对干

部进行理论教育和信念培养，而拉美各国左翼政党则缺乏相应的机制。 

四是一些国家左翼政党严重脱离基层，官僚主义和贪腐严重。 

五是拉美左翼政党在领导人遴选和新老更替方面存在问题，部分接班的领导

人不具备专业政治素养和从政经验，只善于搞社会运动，不善于治国理政，不了

解政治的本质和权力结构，无力在当前形势下有效维护政治稳定、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自身优势，也有改进空间 

 

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社会主义”、“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到现在的

“‘中国梦’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历了不断探索的过程，既付

出过沉重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梦，

着眼于绝大多数民众的福祉。 

但是，新形势的发展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一定挑战，比如第四次科技

革命的发展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大量失业，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南海问题前景不明，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核战争威胁的阴云挥之不去；气候变

化增大发展压力，等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而言，要注意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更好

保护农民的权益，特别是保护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权利；二是要设法扭转部

分国民过度消费的习惯和文化；三是加强对年轻人的价值理念塑造。当前资本主

义思潮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冲击较大，如果失去了年轻人的认可与支

持，社会主义的前景堪忧。 

 

（注：海因斯·迭特里奇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墨西哥城市自治大

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