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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关键时期，开创中
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形势环境愈发复

杂严峻，改革发展任务之艰前所未有，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向我们提出更加艰深的考题。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

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

智库理事会理事长曲青山表示，全会

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将谱写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时代新篇，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

关键词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这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和制度保障，也将让中国在扩大国际

合作中携手推动世界走向更加美好

的未来。

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

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表示，全

会标定中国发展航向，站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明确了未来一

个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

务，必将开启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变革。全会在改革方向、目标、策

略、方法等方面作出系统阐述，不仅为

谋划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

战略指引，也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

探索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

益借鉴。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

院长黄一兵认为，立足关键时期，继续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

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全会是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对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作出

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对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时期’，深刻阐明了中国

式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走向未来

的使命任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走向未来，要牢

牢把握“关键时期”的战略机遇，有效

应对风险挑战，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奠定坚实基础。

“这次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

阶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

六研究部主任张士义表示，中共中央

确定了到 2029 年完成所有改革任务

的时间表，但这些改革的影响将远远

超出这一时间点。或许到 2035 年甚

至 2050 年，才能真正认识这些改革的

历史贡献和总体价值。

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改
革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全会对健全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等

作出部署。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新征程

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思想和行

动力量。”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任卫东

表示，“因地制宜”四个字，是实事求

是工作方法的本质要求，是对中国国

情的深刻把握，是基于新质生产力的

丰富内涵，也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

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升华。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

权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作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

将带来新需求和新供给，为其他国家

和跨国公司提供更多的市场机遇和投

资机会，助力世界经济增长。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

四研究部主任崔友平表示，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要重点抓好几方面工作，

包括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体制机制，培养新型适应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人才，以科技创新推进劳动资

料升级、劳动对象拓展，加快完善促进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体系等。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深刻的发展

命题，也是深刻的改革命题。”新华社

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邹伟表示，新质生

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

标志，是技术和产业的竞争，也是国家

制度的竞争，还是文明演进的重要力

量、重要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

通过改革点燃创新引擎、释放发展动

能。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外

国专家铁木尔认为，中国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高技术、高效能、

高质量的生活体验。信息技术和人工

智能等作为中国新质生产力产业链中

的重要环节，发展潜力巨大，将会带动

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扩大高水平开放，在互
利共赢中分享发展机遇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

识。一个开放发展的中国，在与世界

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提供发展新

机遇、开拓繁荣新境界。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中

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

需要中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王均伟表

示，中国永远不会脱离世界文明发展

的大道，世界文明的进步也离不开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贡献。中国持续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世界各国提供

更多机遇，包括市场机遇、投资机遇、

增长机遇、合作机遇。

“放眼世界，中国与众不同之处

在于，能够 40多年持续不断地推进一

件事，那就是改革。”新华社国际部主

任倪四义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攻坚克

难的改革决心、蹄疾步稳的改革智慧、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改革魄力，推动

许多领域改革取得扎实成果，为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也为变乱交

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

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表示，世界

各国在走向未来过程中，前途相关、命

运与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

还会遇到一些现代化建设领域的特殊

性重大风险挑战。只有团结协作，携

起手来，才能共同应对好风险挑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副院长俞子荣表示，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探索出独具

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通过国

际发展合作与世界分享中国式现代

化的发展经验。三大全球倡议不仅

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总结与分

享，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重要

公共产品。

萨尔瓦多驻华大使阿尔多·阿尔

瓦雷斯说，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以其自身经历向世界证明，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

让中国人民受益，也给其他更多国家

树立了和平、友好、发展、团结的典范。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进一步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红厅论坛：读懂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主题研讨会综述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黄玥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联合主办
的“红厅论坛：读懂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主题研讨会6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红色大厅举行。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不仅深刻改变中国，也造福世界。

研讨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以中英文面向全球共同发布联合撰写的智库报告《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成就和世界贡献》。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展开了深入充分的交流探讨，为国际社会进一步读懂中
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