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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采用史论结合、规范性分析和实证性研究的方法，
从理论、实践和热点问题三个层面，对越南政治、经济和外交，以及中越经贸往来、中越两国社会主
义比较等前沿问题进行了考察。
读者可以从本书中较为全面地了解越南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

　　近来年，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引起了较大反响；越南经济波动较大，高通
胀导致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中越关系1991年正常化以来，在各个方面获得了全面发展，解决了大部
分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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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
北京大学越南语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政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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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是越南问题、世界经济。
 　　目前主持和参与研究的课题主要有：越南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及其与中国的比较；当代世界社会主
义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中越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
参与主编《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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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越南的革新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
25年来的革新进程，总结起来，在于探讨形成越南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
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共产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越南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内涵与运行机制、所有制问题
和分配问题。
　　一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1.内涵　　越南对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
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越南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制度阶段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革新前，越南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当时，人们普遍以为，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的。
所有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如私人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等，社会主义都不能使用。
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被用速度和建立公有制的程度来衡量。
经济按照集中、官僚和包给制的计划体制运行①。
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后，越南开始转变思维。
在1986年召开的越共六大上，对高度集中计划化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
越共六大文件指出：“我国从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的过程，是从带有很多自给自足的性质的经济发展
为商品经济的过程。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前的文件也提到了利用商品和货币关系，而这里明确提出了发展多种成分
的商品经济。
越共七大提出了发展“由国家按社会主义定向管理的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的概念
，越共八大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概念。
在九大上，越共提出了越南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但可以“接受和继承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文明的成果，
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不让其占有统治地位”的观点，因此，被认为是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被过渡时期的越南社会主义所采用。
据此，越南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并指出这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体经
济模式。
之后，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更加明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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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潘金娥编著的《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采用史论结
合、规范性分析和实证性研究的方法，从理论、实践和热点问题三个层面，对越南政治、经济和外交
三个领域的前沿问题进行了考察。
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对越南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基本框架如下：绪论：越南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部分：越南政治的前沿问题。
包括：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关于越南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胡志明革命思想在越南
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南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渊源及其内涵；越共十一大评析。
第二部分：越南经济的前沿问题。
包括：越南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越南经济的现状与前景；越南通货膨胀：过程、原因与对策。
第三部分：中越关系前沿问题。
包括：越南对外战略的演变；中越关系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中越贸易的状况、原因与对策；越南南海
方略剖析。
第四部分：中越两国社会主义的比较与借鉴。
包括：中越两党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和实践上的一些差异；中越两党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的
异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越两国避免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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