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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资讯】 

2022  

2 月 15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中国人

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主办、中

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承办、一克纳米及巨丰金融研

究院协办的全球治理论坛（2022年春季）顺利召开，本次论

坛的主题为“新冠将逝，大国何为”。这是自 2020 年初新

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中国智库首次公开讨论新冠消逝后的

大国局势。本次论坛邀请政治、金融、疾控、经济等领域的

专家共同讨论，并发布重磅报告《传染病与大国兴衰：基于

历史实例的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院院长秦宣作总结演讲，演讲内容刊发于 2 月 18 日中国

社科网，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线上、线下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这个日子比

较特殊，是中国的农历元宵节，在我国南方，元宵节过完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A0NDAxOQ==&mid=2650754686&idx=1&sn=7275ed25e1883acf95c36998dadbf689&chksm=8878c1e2bf0f48f4c9f4a6ea6148585bc3bdb2005cf88e93d264d50d3eca935533901b27558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A0NDAxOQ==&mid=2650754686&idx=1&sn=7275ed25e1883acf95c36998dadbf689&chksm=8878c1e2bf0f48f4c9f4a6ea6148585bc3bdb2005cf88e93d264d50d3eca935533901b27558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A0NDAxOQ==&mid=2650755169&idx=1&sn=6d446075bcbd755da8213b69866dcb86&chksm=8878dffdbf0f56eb0e0d5231c99b232f0e5231fc2f38a9a78e88e960ca3f3e246340737c743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A0NDAxOQ==&mid=2650755169&idx=1&sn=6d446075bcbd755da8213b69866dcb86&chksm=8878dffdbf0f56eb0e0d5231c99b232f0e5231fc2f38a9a78e88e960ca3f3e246340737c743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www.rdcy.org/index/index/news_cont/id/692283.html
http://www.rdcy.org/index/index/news_cont/id/692283.html
http://mgmt.cssn.cn/glx/glx_zhyj/202202/t20220218_5394586.shtml
http://mgmt.cssn.cn/glx/glx_zhyj/202202/t20220218_53945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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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就过完了，该打工的打工，该种地的种地，开始新一年

所有的工作。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王文院

长选的时机比较好，在春节刚刚结束，一切刚刚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新冠将

逝，大国何为”。这个话题估计是今年一年，或者以后更长

一段时间要着力思考的，也是我们智库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

题。所以，这个时机选择得好，题目也选择得好，我特别感

谢线上、线下的朋友参与我们这次活动。新冠疫情防控到现

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而国际金融危机从 2008 年到现在

也有了十几年的时间，2018 年，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 10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

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又加了一句，新

冠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我们曾记得，冬奥会开幕之前，有这样一句话，叫作“北

京，我们准备好了”。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后疫情时代，

我们准备好了吗？近两年来，我们一方面在进行疫情防控，

另一方面在抓一些重要工作。比如说，2020年，我们面临的

主要任务是如何如期完成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

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今年我们目前办

冬奥会，马上两会召开，后面要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与此

同时，不管是乐观也好，悲观也罢，大家都似乎预测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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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这是疫情防控的最后一个寒冬，也许疫情过后的春天就要

来了。有的人乐观地说，不管怎么样，最晚今年 9 月，疫情

就要结束，所以本次论坛主题用了这样一个词“新冠将逝”。

但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多东西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没法进

行预料。但是，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就是后疫情时代，“疫

情将逝，我们准备好了吗”？ 

从国际金融危机演变来看，先是金融危机，然后是经济

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后要控制得不好，是军事危

机。这两年的疫情演变来看，我们现在也看到，疫情虽然属

于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但是也开始加速了经济这方面的危

机，进一步带来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甚至于不排除比如

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军事方面的危机。所以，未来的世界

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记得，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两种制度的矛盾掩盖了许多其他矛

盾。所以，冷战一结束，原来被掩盖的矛盾进一步地暴露出

来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与斗争均与此有关。国际金融

危机之后，大家一直想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疫情期间大

家想的是，如何进行疫情防控，所以很多矛盾和问题都被国

际金融危机和近期的疫情防控所掩盖。 

进入后疫情时代之后，被疫情防控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和

问题会充分地暴露出来。就像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倒塌之后，

很多矛盾和问题会暴露出来一样。所以，这样就给我们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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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给我们党和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

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疫情防控的效果如何评估。我们认为，疫情结束

之后，我们很有必要对全球范围里面各个国家的疫情防控进

行政策评估、效果评估，进行制度方面的分析，进一步从这

里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提炼或者提出我们未来的公共卫生安

全方面的改革措施，甚至包括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

的改革措施。 

第二，疫情过后的经济发展。其实疫情过后的经济发展

和后小康时代的经济发展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它是

一种重合的过程。2020年我们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现

在大家更多地关注的是共同富裕问题。但从春节期间一些抖

音、微信推送反映的情况看，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如何巩固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就，防止返贫？如何更好地解决

部分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吃不上肉等问题，仍然值得关

注。所以，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实现共同富裕

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之后，我们仍然不要轻视消灭贫困的问

题。所以，中国的发展，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虽然我们已经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中国现在占

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占世界经济的总量我们已

经超过了 18%，甚至到 19%。这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到西部地区去看一下，到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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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去看一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确确实实仍然摆在我们

的面前。在后小康时期，后疫情时期，在后危机时期，这些

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的。 

第三，疫情过后，我们必然面临着一种价值观的选择。

因为这次疫情的发展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影响到了我们的交往方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方式，还有很

多潜在的影响根本没有显现出来。比如，在价值观层面，人

类未来到底是选择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中国由于奉行

集体主义，疫情防控效果明显，这一点在西方看来不可思议。

试想一下，一夜之间大家都可以安定下来，说不准出门就不

准出门，在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这一点简直不可

思议，所以西方人认为我们这一点和他们大不一样的。这就

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重大的危机面前，在疫情防控面前，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到底怎么样在个人价值观方面进行选

择，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问题。 

第四，在制度选择方面，这一次疫情防控，我们已经明

显能感觉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多的优越性，所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全世界也看到

了。因此，全球也在呼唤着新的权威。其实，在金融危机期

间，我到欧洲去，欧洲也在说我们欧洲希望有一个权威，欧

洲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国家站起来领头，有的国家想当头没有

资格，有的国家想当头但历史上的声誉不好，有的国家想当



 - 8 - 

头力量不够，有些学者担心，如果欧洲缺乏权威，欧盟就面

临解体的危险。所以，欧盟希望有新的权威。在全球都呼唤

新的权威时候，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又面临新的选

择，到底是选择集权还是分权，到底发展精英民主还是全民

民主，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后，全球治理方案的选择问题。这一次的疫情防控，

加上并未结束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由于不同的国

家要寻求自保，国家主义的这种浪潮开始兴起来，不同国家

完全从自身利益来出发，寻求自保，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等

等一系列的措施，而疫情防控使国家主义显得更加明显，不

同的国家都开始寻求自身发展，寻求民族自保，而我们原来

建立起来的以西方国有价值观为基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那

种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遭遇到了严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想的是一起走向未来，我们共同

携手起来，应对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

盾，使人类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这就需要未来的全球治理

遵循全球主义的原则。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宗

教信仰、文化传统历史都不一样，所以每个国家都在想着自

己的事情，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在

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新的国际治理秩序到底是以国家主义为

中心，还是以全球主义为中心，还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相

互兼顾？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确确实实要表明自身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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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不太久的将来会成为全球第

一。这样，有一个问题马上提出来，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一，

我们准备好了吗？这是我们学界、同时也是党和国家需要关

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学者，线上、线下的朋友需

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今天是 2022 年的正月十五，春节结束的时候，我们只

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时机开一个头，拉开一个序幕，然后开展

这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从而贡献我们的智慧。再次感

谢线上、线下的各位朋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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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17 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理事长刘伟在《人民论坛》发

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总结经济实践经验，从中探索规律性

认识，特别是在每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不断深入

对经济规律的阐释，带有深刻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经

济社会发展矛盾变化，面对罕见的风险挑战，总结我国经济

发展实践，进一步深化并概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指出

应对风险挑战，需要做到四个方面的“必须”，即“必须坚

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

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

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

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

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

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四个必须”的凝炼

既是基于我国经济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方法和原理的具体运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发展。 

（《人民论坛》2022 年 0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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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8 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理事长刘伟在《中国青年报》

发文，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

规大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学校最鲜亮的底色，秉承红色基

因是学校最深厚的传统。学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争创世界一流”为突出导向，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致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 80 周年贺信嘱托，以“独树一帜的人文

社会科学”为建设目标，做“六个旗帜”，弘扬“始终奋进

在时代前列”的精神品格，推动“双一流”加快建设、高质

量建设。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扬帆

起航。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在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的目标定位，围绕六个维度高质

量建设。维度一，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人才培养，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维度二，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师资队伍建

设，培养为学、为事、为人示范的“大先生”。维度三，以

马克思主义引领科学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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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维度四，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服务，回应时代发展

重大命题。维度五，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传承创新，涵养

独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神。维度六，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国际

交流合作，服务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 

（《中国青年报》2022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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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0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宣教授在

《广东青年研究》发文，认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同时，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三大飞跃”进行了阐释。六中全会取得的最大

政治成果是明确了“两个确立”，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课题、主要内容和

历史地位作了新的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三大时代课题；《决议》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明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等“十

个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

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时代，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时代

新人，必须深化对这一思想的认识。 

（《广东青年研究》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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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15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体育产业研究院院长李树旺

在《光明日报》发文，认为教育是奥林匹克主义的精髓和首

要内涵，百余年来办赛城市都借奥运会契机创新奥林匹克教

育的途径与方法，创造出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奥林匹克教

育模式。 

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双奥之城”，冬奥会

留给北京乃至中国的教育遗产集中体现在“冰雪运动进校

园”对学生运动参与的促进，它是广受关注的冬奥会亮点遗

产。但是，校园冰雪运动仍面临着学生的运动参与质量不高、

缺乏配套的场地设施、冰雪运动的知识存在差距、组织性运

动参与仍然较弱的挑战。所以，未来需从“体育育人”层面

定位冰雪运动的教育本质，打造适合青少年群体的冰雪运动

文化，以组织化参与方式提升运动参与水平，多措并举纾解

冰雪运动场地设施和师资难题等方面加以解决。 

（《光明日报》2022 年 0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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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27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朱景文教授在《人民

论坛》发文，认为西方法治模式是西方中心论在法学领域的

表现。西方法治模式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指建立

什么样的国内法律秩序；对外指如何看待其他国家、民族，

要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法律秩序。西方法治模式经历了形成、

扩张和危机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以西方法治模式为基础的法

治进化论把法律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模式相链接，认为非西方

国家处在法律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法律将为处在高级阶段的

西方法所取代。20 世纪中期以来支撑这一模式的语境变了，

事实表明，西方的发展路径不是唯一的，在中国和其他文明

中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足以和西方相媲美的成就。中国法

治发展，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都有其自身逻辑。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 

（《人民论坛》2022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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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1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

长、马克思主义学院何虎生教授在《北京日报》发文，认为

纵观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从申奥、筹奥到办奥的巨大

成功，中国运动健儿在奥运赛场上的捷报频传，中国人民在

全民奥运中表现出的活力风采，就是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

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伟大

民族精神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

情况下，中国不仅遵守承诺如期举办冬奥会，更是为全世界

呈现了一场高质量、高水平的奥运盛会，恰如阴霾中腾空而

出的闪耀明星，带给世界各族人民信心、温暖和希望，凝聚

起海内外中华儿女昂首阔步、携手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北京冬奥会是伟大民族精神一次重要的凝聚与振奋，中

国人民在北京冬奥会中展现和升华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

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必将在未来的奋斗

征程中充分展示、充分发扬、充分凝练，让中华儿女在新时

代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强

大的内生精神力量。 

（《北京日报》2022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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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1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王义桅教授在

《北京日报》发文，认为“奥运三问”形象展示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义。首先是中国之问：1910 年 7 月 17 日的《申报》

刊登出题为《中国运动大会之先声》的通告书，称：“试问

中国何时能派代表赴万国运动大会？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

会时独得锦标？又何时能使万国运动大会举行于中土？其

次是时代之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世界之问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最后

是人民之问：什么是“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同外国领导

人通话时一再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 

北京冬奥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丽画卷。坚持对话协

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

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双奥之城”的冰雪襟怀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命运与共、

和合共生理念。一是共同生长，“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

之大大德曰共生。二是共同成就对方，“夫爱人者，人必从

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三是共同成就世界，“计

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北京日报》2022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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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4 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向明教授

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认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

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

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航向。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领会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把“两个确

立”真正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确保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

向前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原

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领域都提出了许多标志性、

引领性的新观点，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

的新跃升，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图景，开辟了管党

治党、兴党强党的新境界。全党同志只有在思想上牢固树立

和明确“两个确立”，才能坚定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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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高举

旗帜、听党指挥，凝聚起新时代勇毅奋进的磅礴力量，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夺取最后的胜利！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 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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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表按时间排序） 

 

 

序号 作者 文章名称 刊发媒体 发表时间 

1 朱景文 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人民论坛 1月 27日 

2 李树旺 冰雪运动，从点燃激情到稳步提升 光明日报 2月 15日 

3 刘  伟 应对经济风险挑战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人民论坛 2月 17日 

4 秦  宣 后疫情时代，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社科网 2月 18日 

5 秦  宣 
新时代新思想的新阐释——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 

广东青年 

研究 
2月 20日 

6 何虎生 征程交汇 伟大民族精神的凝聚振奋 北京日报 2月 21日 

7 王义桅 一起向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动构建 北京日报 2月 21日 

8 
王向明 

王恒朝 
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中国纪检监

察报 
2月 24日 

9 刘  伟 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青年报 2月 28日 

http://mgmt.cssn.cn/glx/glx_zhyj/202202/t20220218_53945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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