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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及其
实现途径∗

宋敏娟

[摘 要]马克思以实践性立场论述了劳动教育的现实必要性。当前，要在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的现代阐释基

础上，针对现实存在的诸如认识、机制、责任和保障等方面问题，深刻认识和把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

对新时代“培养什么人”的具体阐释，把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出发

点与归宿，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借助社会、产业平台，大力开展合作教育，通过劳动教育强化劳动意识与态

度，磨砺意志品质，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培

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的基础作用得以充分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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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提出要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要求之中，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努力建构德智体美劳全面

培养的教育体系。讲话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

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

劳动、创造性劳动。[1]进一步将劳动教育确定

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方针明确教育必

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毋庸置疑，

劳动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也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内涵。然而，当

前的劳动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新时

代，更加强调劳动教育，培养劳动能力和工匠

精神，对于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具有深远意义。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典理论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

义关于教育的基本原理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劳动教育加以确切定

义，但他在多个场合精辟地阐述了“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阐释了劳动教育的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毫无疑问，工人阶级

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

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

置。”[2](p.53)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提出了综合技

术教育思想，使得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具有

了实质性内涵。[3](p.5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践的观

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

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

的显著特征。”[4]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基本观点，实践作为主要力量，推动了人类历

史的发展。因此，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

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60)

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

到，“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生产者也炼

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

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

式、新需要、新语言”。[6](p.139)这就表明，教育与

生产劳动结合，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有效途

径。对于理想的未来教育，马克思阐述道：“未

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

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
∗本文系2018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主要特征、影响机

制和路径创新研究”[A18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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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并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

人的唯一方法。”[2](p.530)列宁也曾有过类似的表

述：“没有青年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

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

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

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

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7](p.413)这就是

说，教育必须使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知识，学

生既能用脑劳动，也能用手劳动。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苏维

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

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

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

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

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8](p.285)他还说：“我们的

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

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

文化的劳动者。”[9]1954年后，党中央又多次强调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要求，提出要在学校

开设生产劳动课程等主张并实施。[10](pp.581-599)

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深

刻指出了劳动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意义。邓

小平认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

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

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

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11](p.107)

在 1999年 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

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

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p.276)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

指出：“人才的成长最终要在社会的伟大实践

和自身的不断努力中来实现。这个观点，要好

好地在全社会进行宣传。”[12](p.289)

2006 年，胡锦涛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13]

党的十七大确定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党的十八

大报告指出，要强调尊重劳动，“营造劳动光

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14]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

劳动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习近平

在不同场合，围绕中国梦、劳动、劳动者、劳模

精神等内容，对劳动作出重要论述。习近平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

敬业风气”，[15](p.31)从而把劳动上升到了“工匠精

神”的更高层面，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职业

道德、能力技术和品质素养的全面体现。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时代内涵

（一）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论述与发展

早在 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

了将生产劳动与儿童的早期教育结合起来的

观点，但这一观点只能被看作指导当时工人斗

争的一个具体结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同

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实质内涵。马克思主

义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是在对现代

工业、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基本规律深刻分析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关于生产劳动，马克思立足于当时的实际，

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是从一般劳动过程的角

度出发，生产劳动就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反

之，则为非生产劳动；二是从社会生产关系角度

出发，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

值的劳动。100多年来，随着生产力和现代市场

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日趋复杂，产业链条不断

拉长，产业门类与日俱增，产业结构越来越高度

化和复杂化，劳动也越来越多样化。与此相应，

马克思当年着重分析的物质生产部门（第一、第

二产业）的发展呈相对收缩态势，而众多非物质

生产部门（如科技、教育、信息、金融以及为生产

生活服务的其他部门）则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

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尤其是第

三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攀

升，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发展动力。此

外，由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消灭了剥削，马克思

所说的剩余价值剥削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

社会规定性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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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劳动可概括为任何个体通过

发挥自身智力和体力而展现有益性的过程，只

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伦理，都应被看作诚实的

创造性劳动。换句话说，人类遵纪守法的一切

活动，无论体力还是智力，或者是混合性的，都

可以称为劳动。[16]结合现实的劳动，关于“生

产劳动”的含义，在现阶段可以界定为：由社会

分工所决定、符合一定社会生产目的、与财富

和价值的创造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类劳动。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大生

产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

教育是把人类所创造的知识经验传授给

受教育者，并转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精神财富的

一种社会化过程。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密不

可分，社会经济变革倒逼教育通过相应改革来

接受挑战。不同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其他

实践活动的范围和性质不同、所凭借的知识和

积累的经验不同、社会化给予个人精神财富的

内容不同，教育的性质也就不同。现代大生产

的特征是生产越来越成为知识密集型、科学密

集型生产，因而要求劳动者掌握科学，即广泛

的普通文化知识、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与综合

技术知识。受教育者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提高

智力，特别是提升创新精神和能力，从而不断

适应社会生产发展、产业升级的需求。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新时代立

德树人的有效载体

黄炎培认为：“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

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

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17](p.124)实践出

真知，劳动长才干。劳动教育最本质的意义是

培育受教育者尊重劳动的价值观，以及提升对

劳动的内在热情和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因此，

它不仅有利于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发展和意志

品质磨练，而且能塑造其艰苦奋斗的精神及自

强自立的人格。新时代应有新作为，习近平指

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

来干出来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愈进愈

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

候。”[18]这对作为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学生

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代的劳动者“不仅要有

力量，还要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以

实际行动奏响时代主旋律”。[19]

强化劳动教育，以立德树人引领劳动教育

和有关的实践活动，不仅能使学生感受并相信

劳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更好地发扬

艰苦奋斗精神，而且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从而激发他们的潜能和斗志，勇敢地面

对困难和挑战。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探索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我国的发

展过程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

视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中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说。然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上出现过偏差。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

初，由于过于迷信苏联模式，教育界片面重视

基础理论而忽视了实践教育。“文化大革命”期

间又出现以劳代学现象，甚至把劳动作为改造

和惩罚知识分子的手段，曲解了劳动的本来意

义，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改革开放以来，在

拨乱反正的背景下，我国恢复了升学考试等制

度，教育质量普遍提升，但应试教育又让学生

日渐脱离现实劳动，加之他们没有受过生活的

磨砺，缺乏艰苦的锻炼，思想、身体和心理素质

也不容乐观，以致社会上出现了对他们不满的

声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殷切期望培养

青少年深厚的劳动观念和情怀，多次从劳动创

造的功能、民族复兴的劳动发展观等高度，阐

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党中央

的要求使劳动教育在大、中、小学受到了应有

的重视，已基本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劳动

教育体系。当前，我们还要从立足劳动培养人

的价值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角度，使劳动教

育体系更富内在生命力。

（二）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困惑及原因

目前，我国教育发展正处于矛盾和改革

期：一方面，国家的发展需要大批专家和高素

质劳动者，另一方面，教育滞后，不能及时向社

会提供急需的人才；一方面，社会需要各个层

次的人才和劳动者，另一方面，很多人希望自

己成为掌握高级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学者；一方

面，社会渴望教育培养出富有创造精神和能力

的建设者，另一方面，现在的教育体制、机制和

教师的素质乃至社会风俗习惯又使得学生创

新创业的推动力不足。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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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对劳动教育性质的认识上，未充分

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传统教育、人

才观念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学而优则

仕”“分数论英雄”的传统观念，至今依然影响着

相当部分家长和学生。为追求学业成绩，学生

陷于书本的海洋中，唯“智”独尊，繁重的学习任

务和脱离生产实际的书本知识不仅让学习寡味

淡然，且学生求知欲也大大削减，在一定程度上

必然影响学生全面发展。这种现象和马克思主

义有关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南

辕北辙，偏离甚至违背了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

二是在劳动教育体制机制的构建上，未充

分挖掘劳动教育的丰富内涵。“劳动教育就是

干体力活”的片面观点依然存在，而且对“劳动

态度、劳动习惯、劳动情感、劳动意志、劳动知

识、劳动技能和劳动思维等内容构成的劳育的

完整体系”的把握也不够精准。[20]学生在生产

劳动中获得的技能技巧被忽视或漠视，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被割裂看待，“五

育”融合育人的格局尚未真正建构起来。这种

忽视或漠视生产劳动的教育观不利于青年学

生身心发展，不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是在劳动教育的责任分担上，未充分调

动社会资源。学生在学校获得的知识必须经受

社会实践的检验，使其真正发挥效用，唯有与实

践相结合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和有用的教育”。

社会、企业要有计划地对学生实践活动进行扶

植，积极主动配合学校、全面参与到学校对未来

劳动者的教育过程中，而不是停留在形式上，更

不是简单指责学校闭门育人。面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面对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和科技竞争，

党中央站在全局高度，明确了“人才竞争将是第

一位、最重要的因素”。新形势下，面对新的战

略要求，教育与企业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努力培

养面向未来世界竞争所需的合格人才，是学校

的责任，更是企业义不容辞的义务之一。

四是在劳动教育的引领保障上，未形成一

支与之相适应的师资队伍。目前，高等教育师

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学历和具有国际

教育背景的一大批中青年教师走上传道授业

岗位，他们自身多从中学到大学再回到大学，

长期接受的是象牙塔内的科学熏陶，拥有良好

的科学素养，但缺乏深入一线，特别是融入科

创企业的主动性和迫切性。随着国家产业转

型升级以及持续开放，高等教育必然要承担起

历史使命，不仅要培养出具有良好科学与技术

素养的人才，更要培养出敢于到基层一线，具

有创新意识且脚踏实地的劳动者。因此，逐步

建立一支高水平、创新能力强的示范性师资队

伍是一大批应用型高校办学的关键。

五是在劳动教育的操作点上，未孵育好劳

动力市场。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还不成熟，政府职能的转变

也还没有彻底完成，还未能有效地对教育发展

进行宏观控制，各级各类学校也还难以自主地

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对其培养目标、规模

和发展速度等进行合理的调整。在高等教育

体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过于强调学科型人才

培养模式而忽略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倾向，

学校的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还不同程度

地存在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的问题，特别是与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人才以及某些高层

次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相对滞后。

四、新时代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的基本途径

（一）落细落实习近平有关教育工作的重

要论述

新时代的教育要提高政治站位，落细落实

习近平有关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主动把握新

技术发展，更好地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教育

主管部门在引领过程中，要对一些贯彻较好的

学校进行鼓励，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地方教

育主管部门要针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及时引导和培育地方高校办学特色，特别

是积极、主动推进校企合作，协同平台建设，发

挥教育单位本身和社会的共同育人责任，将党

的教育方针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高

等学校要结合自身办学定位，有所为、有所不

为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师资队伍建设，并寻找、

构建紧密型教育合作伙伴，培养出企业和社会

需要的劳动者，实现互利共赢。

（二）借助社会力量，大力开展合作教育

学校与企业要本着互惠共赢的原则开展

合作。高校可以派富有实践经验的教授担任

企业的兼职总工程师，以此作为桥梁密切学校

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应与企业和其他社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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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机构实现更为广泛的资源共享，发挥优

势互补的潜力，健全完善学校、企业、科研机构

和社会团体等相互沟通合作的教育培训网络和

继续教育体系。学校依托行业协会并主动获得

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形成官方搭建平台、学校

和企业同台唱戏的良好局面，通过产学研合作

形式，学校与企业产学合作教学、产学合作科

研，共同制定计划、开展研发、进行转化。

（三）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教育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有机结合，造就具

有新的时代特质的人，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

势，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新特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学段的学生

应有不同侧重。在小学阶段，应以劳动观念培

养和日常生活能力培养教育为主；在中学阶

段，应与先进的劳动生产工具、技术相联系，着

重培养学生从事技术劳动的基本技能；在大学

阶段，应与学生所学专业和今后就业相联系，

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加强专业范围内的

技能培训，使之既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

有相应的动手应用能力，应把有基础的学生吸

收到教师的课题组中，让他们在参与分担一些

具体的科研工作中增长知识，培养其不懈的奋

斗精神，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实践活动、社团活

动和志愿者服务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他

们了解社会、增长才干，储备未来工作生活的

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教育，培养

学生自信心、责任心等思想品质和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意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劳动多次作

出重要批示、发表重要讲话，形成了系统化、科

学化的劳动思想，为新时代高校加强劳动教育

注入了新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特别强

调“要通过各种措施和方式，教育引导广大青

少年牢固树立热爱劳动的思想、牢固养成热爱

劳动的习惯，为祖国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勤于

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21]

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才让中华

民族阔步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走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成就了今

日之中国。当前，劳动的价值正在回归，劳动

者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和丰富，教育过

程和生产劳动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和有机结

合在一起。教育与劳动的结合，有着新时代的

要求和崭新内涵，不同于曾经的简单操作甚至

是放弃课堂，而是在立足学生体验劳动教育的

获得感、幸福感中，强化人文关怀、劳动情怀和

家国意识，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深入人心，夯实并

充分彰显劳动教育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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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 TThought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hought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Jin-ping Thought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tems from his experience of educated youth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in many places, and has
become a successful practice of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Jin-ping Thought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cludes three aspects of academic principles,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In terms of academic principles, it follows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For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it is a key chapter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practical direction is concerned, it is supported by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in economic work, guided by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oriented with people-centered thinking. Jin-ping Thought sets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s the core of the reform, promot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main line, and problem
orientation,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steady progress and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as strategy.(Wang Tian-yi and Zhu Peng-hua)
On Xi Jin-pingOn Xi Jin-ping’’s New Judgment, Views and Deployment on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le of Laws New Judgment, Views and Deployment on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le of Law：：Xi Jin-ping made ten new judgments, developed ten
new ideas, and adopted eight new measures on how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w,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the rule of law,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nd othe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Xi Jin-ping’s speeches on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not only enrich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but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intellectual guarantee and action program for establishing socialist rule of law in Chin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d Chinese wisdom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Hao Tie-chuan and Zhai Lei)
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Its Epochal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Its Epochal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Marx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of labor education
from a practical standpoint. At present, on the basis of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abor education thought,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as the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of“how to educate”,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ognition, mechanism, responsibility and guarantee. Obeying and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inal goal. We should proceed in an orderly way, teach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and vigorously carry out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rough social and industrial platforms; we should also strengthen labor consciousness and
attitude through labor education, temper the will quality, and guide young students to form correct values and correct aesthetic standards so as to highlight the
basic role of“integrating education and production labor”in cultivat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ng Min-juan)
The Though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Chinese Farmers: It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The Though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Chinese Farmers: It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Farmer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re regarded a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for the disadvantaged in economy to confront the challenges of market economy and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small farmers”
and“big market”. Marx and Engels formed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theory of cooperative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the cooperative
idea of utopian socialism and summing up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movement. Lenin’s farmer cooperative
economic thought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 and Engels’cooperative economic theory, and provided ide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the smooth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a country dominated by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The though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Chinese farmers stems from the cooperative economic thoughts of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After Mao Ze-dong’s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 economy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hought innovatively upgrades to a theory of socialist farmer cooperative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realiz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en Xiao-feng and Li Jian-ping)
On Circular Economy Under the Theory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inOn Circular Economy Under the Theory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in CapitalCapital：：The theory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Marx’s
Capital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 Developing circular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and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building u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China’
s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 is still not fully mature; government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ublic concepts are in urgent need of
improvement. Only by clarifying the problems faced in development can we further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ath, build a new circular economy approach,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Wang Cao and Li Cheng-xun)
Establishing a Socialist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Line with the LawEstablishing a Socialist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Line with the Law：：Marx and Engels absorb the rational
thoughts in utopian socialism, develop their ow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and demonstrate that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entails the inevitably demise of capitalism and the inevitably victory of socialism which become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was not caused by socialism.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they abandon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at they had adhered to and because they replaced the 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humanistic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system in China, both theoretically,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 i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laws. It is an objective and
inevitable trend, and an objective necessity that does not shift with subjective will.(Zhou Xin-cheng)
OnOn MarxMarx’’s Communist Beliefs Communist Belief：：As early a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declared that capitalism must perish. From then on,“eliminating private
ownership”became the core of communist belief. Even so,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only regard communism as an abstract historical necessit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core idea”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Lenin’s view, Capital promot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hypothesis to science. Thus, Marx’s
communist conviction is no longer an“indisputable abstract historical truth”, but a new scientific form that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d. Capital
proves that the commun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law of self-denial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namely the law of falling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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