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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大党之大不仅表

现为政党体量大和存续时间长， 更在于有大党格局， 能够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自觉。 大党格局

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党特质， 蕴含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成功之道， 具体表现为信仰格局、 本质格局、 价值

格局、 主题格局、 文明格局五个方面。 始终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 凸显了百年大党的信

仰格局。 始终将自我革命精神作为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凸显了百年大党的本质格局。 始终将站稳人民

立场作为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 凸显了百年大党的价值格局。 始终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党领导人民团

结奋斗的历史使命， 凸显了百年大党的主题格局。 始终将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为党和国家胸怀天下的责任担

当， 凸显了百年大党的文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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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 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等多个重要场合都强调，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大就要有大

的样子，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要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

题， 永葆百年大党 “大的样子”， 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具有大党格局。 大党格局是大理想、 大

决心、 大情怀、 大视野以及大境界之综合， 是基于政党自知维度、 初心使命内生外化的鲜明特

质。 新时代新征程， 深入探析中国共产党的大党格局， 对于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确保

党始终成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确保红色江山世世代代相传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 信仰格局： 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 在于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树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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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远大理想， 并为之矢志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反复强调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

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好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问题， 拧紧 “总开关”。 他指出， “马克思

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 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①， 要将中国共产

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

“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②。 坚定理想信念、 坚

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始终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安身立命、 舍生取义的根本所在。 理想信念

作为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内嵌于红色基因、 赓续着红色血脉、 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 是我们党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自觉和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坚定思想

基础。

革命理想高于天。 理想信念之火， 一经点燃就永不熄灭。 “革命战争年代， 共产党人随时面

临生死考验， 支撑他们视死如归、 革命到底的是坚定理想信念。”③ 例如，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正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的坚定信仰， 方能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理想信

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 如果这一 “钙” 质流失， 就可能患上 “软骨病”， 甚至会动

摇党的执政根基， 进而影响红色江山的稳固。 苏共垮台、 苏联解体的严重曲折已经表明， 无产

阶级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 就会土崩瓦解。 历史与现实清

晰地昭示我们， 全党理想信念坚定， 党就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党理想信念淡薄， 党就会人

心涣散。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 动摇了信仰， 背离了党性， 丢掉了宗旨， 就有可能在 “围

猎” 中被人捕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打虎” “拍蝇” “猎狐” 中被查处的官员无一不是背弃

理想信念， 彻底丧失党性原则， 逐渐成为阻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政治毒瘤。 因此， 在任何时

候， 信仰、 信念、 信心都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习近平所言，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上，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强大精

神力量”④。

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

战、 百折不挠， 成立新中国， 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完成了

救国大业。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 发愤图强， 实现了一穷二白、

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完成了兴国大业。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 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紧密结合， 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完成了富国大业。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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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团结带领人民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大踏步迈进。 历经百

年沧桑， 正是出于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人

民的忠诚”① 的执着坚守， 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自身成长壮大的同时， 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

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一次次伟大飞跃。 同时， 这些伟大飞跃也以强有

力的事实证明， 社会主义适合我国国情、 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强大内驱力， 必须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党的十

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 坚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

建设的战略任务， 坚持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相结合。 针对党内出现的信仰迷茫、 精神迷失等问

题， 我们党先后部署开展六次党内集中教育， “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 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

育， 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②，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

固本培元，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为写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铸牢思想根基。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仍然需要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明

确要求， 要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 解决好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这

个总开关问题，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

践者”③。

二、 本质格局： 自我革命精神是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社会的历史嬗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共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

革命性质， “革命的性质决定着革命精神的生成， 革命锻造精神， 精神助力革命”④。 中国共产党

的自我革命精神是在党传承勇于自我革命光荣传统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 是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

党先进本质的内在要求， 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践行初心使命、 应对风险挑战的历史主动

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无产阶级 “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⑤，

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完成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认为， “我们同志

的思想， 我们党的工作， 也会沾染灰尘的， 也应该打扫和洗涤”⑥， 绝不能允许 “任何政治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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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 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①。 习近平也指出， 自我

革命精神是使命型政党的品质， “我们党除了国家、 民族、 人民的利益， 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

益”②， 因此， “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 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

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 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③。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能

够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以正视问题的历史自觉和刀刃向内的果敢坚毅勇于

自我革命， 始终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我们党才能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 从而夯实伟大事

业之基， 跳出 “历史周期率” 的支配力。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 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

显著标志。 自我革命是一种 “自我警醒、 自我否定、 自我反思、 自我超越”④ 的革命性行为，

是主体在主动意义上和自觉意义上的自我扬弃和自我重塑。 中国共产党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 “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 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

毒”⑤， 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新规划自己的现代性， 不仅避免了 “被革命”， 更强化了自

身的领导力。 正如习近平所言： “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

而出？ 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

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 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 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

病症， 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⑥ 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要永葆百年

大党的蓬勃朝气， 稳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就必须正确审视自身， 在持续的自我革命中锻造

“金刚之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在党”⑦， 关键在党要管

党、 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一场深刻实践， “是我们党在新形势

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⑧， 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治国必先治党， 党兴才能国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在 “两个大局”

的战略背景下进行考量、 谋划， 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推进党的建设 “５ ＋ ２” 总体布局层层

深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 ‘十年磨一剑’ 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 ‘得罪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毛泽东选集》 第 ３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０９７ 页。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６１ 页。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６３ 页。
赵绪生：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７０ 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５９０ 页。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６３ 页。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９ 页。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中国共产党大党格局的五个视角

千百人， 不负十四亿’ 的使命担当推进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 ‘组合

拳’”①， 使 “党的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 管党治党宽松软

状况得到根本扭转”②， 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党内政治生态焕然一新， 党风政风为之一振，

党心军心民心更加凝聚，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更加朝气蓬勃。

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 才能基业

常青； 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 才能无坚不摧。”③ 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等重要场合多次告诫全党同志， 中国共产党作为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肩负着光荣艰巨的使命任务， 全党 “要站在事关党长期

执政、 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 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 永恒课题， 始

终坚持问题导向， 保持战略定力，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永远吹冲锋号， 把严的基调、 严的

措施、 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④， 必须牢记 “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决不能有松劲歇脚、 疲劳厌战的情绪， 必须持之以恒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⑤， 无

论何时何地 “务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 务必敢于斗争、 善于斗

争”⑥， 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愈加坚强

有力， 就要不断解决好党在思想、 组织、 作风和纪律等方面存在的独有难题， 永葆百年大党

“大的样子”， 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政权和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三、 价值格局： 站稳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坚持为

人民谋幸福，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共产党宣言》 指出， 共产党

人 “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⑦， 无产阶级运动 “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

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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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３３ 页。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６４ 页。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１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４１３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４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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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 有着明确的阶级自觉， 同时明确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政党， 强调以工

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 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工人阶级与广大

劳动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决定了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章程》 总纲

中也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

族复兴的各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致力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 人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兴国的坚

实基础， 也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并进一步引领时代的坚实依靠。 人民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地位

和作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人民， 都需要紧紧依靠人民， 站稳人民立场。 马克

思主义认为， 历史活动是群众性的活动， 劳动群众是国家生活的基础，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力

量就在于群众的觉悟， 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于劳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从世

界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中可以看出， 脱离群众是致命根源。 譬如， 苏共垮台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其

执政后期丧失了阶级警惕性， 大搞特权， 脱离群众， 最终失去了民心。 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 人

心向背关系着政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为人民而生、 因人民而

兴， 党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 党离不开人民， 人民也离不开党。 党群关系是

“鱼水关系”， 而非 “蛙水关系”， “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 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 社会主

义制度建成了， 也不可能巩固”②。 无论何时何地， 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 最强大的底

气， 只有做到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深深植根人民， 才能激发和凝聚起亿万人民深厚持

久的情感认同和高度稳定的政党认同， 避免陷入 “塔西佗陷阱”， 不断夯实和巩固党长期执政的

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 接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站稳人民立场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实践的一条红线， 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集中

表达， 蕴含于党的领袖们关于 “人民立场” 话语表述的继承与发展之中。 毛泽东在实践中提出

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理论， 明确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邓小平强调人民满

意、 人民高兴、 人民赞成是检验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标准。 江泽民提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突出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国情， 明

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习近平以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 的崇高情怀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强调 “世界上

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③， 中国共产党打江山、 守江山， 守的就是人民的心。 人

民话语体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断发展，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政治底色和永恒的价值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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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 第 ３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０３１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１０ 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４３２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４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５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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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奋斗实践， 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必须始终站稳

人民立场，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

人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 要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以百姓心为

心’， 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①，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时时刻刻以为民造福的人民标尺来检查和审视自身。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 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

民……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 与人民心心相印， 想人民之所想， 行人民之所嘱， 不断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②。

四、 主题格局： 实现民族复兴是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使命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

必然要求。 中国近代历史的压抑和困苦使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探索与抗争中形成了绝不再重演的心

理， 并深深烙印于民族血脉， 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 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

未有的浩劫， 无数仁人志士于民族存亡绝续之际奔走呼号、 上下求索。 但无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

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运动、 主张 “中体西用” 的洋务运动， 还是学习西方制度变革的百

日维新、 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狂妄计划的义和团运动， 抑或是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

制度的辛亥革命， 都因不符合中国国情， 以失败告终。 山河飘零的旧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指导思想

和政治组织来领导新的社会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李大钊、
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 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

中国实际和工农运动相结合， 不断探索民族觉醒之路，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使命任务内在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 自成立起， 党就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己任， 并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为之矢志奋斗。 百年奋斗实

践， 不仅阻止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解体， 而且开辟了一条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正

确道路， 深刻改变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强国梦、 复兴梦正在党和人民的接续奋斗中变为现

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 ２８ 年戎马倥偬、 百炼成钢， 成立了新中国， 中

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民族任人宰割、 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

新纪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党团结带领

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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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３０ 页。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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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

总体小康、 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

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团结带领人民统揽 “四个伟大”，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坚实的物质

基础、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正如习近平所

指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①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这一主题，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

历史与事实雄辩地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 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

心。 中国共产党人 “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 是改造社会、 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

动者”②， 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以当惊世界殊的伟绩彪炳史册。 自古以来， 中国没有任

何集团， 像中国共产党一样， “不惜牺牲一切， 牺牲多少人， 干这样的大事”③。 正如习近平所

言： “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史、 中国革命史， 就不难发现， 如果没有中国共

产党领导，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

地位。”④ 在中国共产党的掌舵领航下， 曾经濒临 “开除球籍” 危险的东方大国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 书写了追赶时代、 引领时代的伟大传奇， 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和由大国到强国的

跨越， 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迈向现代化。 因此， 要完成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这一光荣且艰巨的历史

使命和时代课题， 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紧紧抓住这个党、 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命脉所

在， 确保党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充分彰显。

中国共产党是历经百年沧桑依旧朝气蓬勃的使命型政党，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贯穿党

的事业全过程的永恒主题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一赓续了 ５０００ 多年中华文明、 承载着亿万华夏儿

女美好愿景的光荣梦想。 作为存续时间超过百年的大党，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在把握历史发展大

势、 洞察世界变化格局之中， 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 正如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一以贯之

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⑤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 党的

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 科学谋划未来 ５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 明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即 “从现在起， 中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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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刘少奇选集》 （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第 ９８ － ９９ 页。
《毛泽东文集》 第 ３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９２ 页。
习近平： 《以史为镜、 以史明志　 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 《求是》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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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对此， 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 习近平发出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 向着新的奋斗目标， 出发！”② 的

伟大号召，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弘扬延安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 增

强历史主动， 发扬斗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五、 文明格局： 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是大党大国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 也是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

谋大同的党。 在初心使命的践履中， 党始终坚持大历史观， 将人类发展、 世界变化和中国发展作

为一个动态演变的有机整体， 始终秉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 始终坚信

“世界好， 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 世界才更好”③， “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高举和平、 发

展、 合作、 共赢旗帜，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 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④。 此外，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彰显

着大党大国的责任担当， 走出了一条和衷共济、 和合共生的人间正道， 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正如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所言，

“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 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 为全人类

进步作出更大贡献”⑤。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百余年来， 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出一条强大而不称

霸的复兴新路， 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定、 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注入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在抗日

战争中， 党领导人民为国家生存、 民族复兴和人类正义而战，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

中坚力量。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具有 “钢铁意志”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暴， 以正义之师维

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再次证明了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此外， 在积极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 ３０ 多年间， 中国不仅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是第

二大维和出资国， 彰显了中国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和切实行动， 被国际社会誉为维和

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 不仅如此， 中国也是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积极斡旋者， 并在打

击国际和地区恐怖主义、 解决难民危机、 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救援任务以及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２１ 页。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５４５ 页。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８ 页。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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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的关键力量。 自始至终， 中国共产党都将维护世

界和平与安宁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并将始终同世界各国携手， 为促进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而

不懈努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 开创了能够解答中

国问题、 增进民生福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五大文明协同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不仅拓展了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也开创了人类发展新格局。 党领导人民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不

仅在 “两个一百年” 交汇的重要节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更为人类减贫进程

贡献了巨大力量。 我国提前 １０ 年完成了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减贫目标， 创造

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 中国切实履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 《巴黎协定》， 承诺中国将在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 发布了 《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白皮书。 此外， 在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方

面， 中国不仅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致力于把 “一带一路” 建成 “减贫之路” “增

长之路”， 还积极开展对外援助， 已向 １６０ 多个国家提供了各类援助， 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

员 ４０ 多万人次①， 等等。 这都体现了我们党将国家平稳有序发展与世界稳定发展相统一的大格

局与大胸襟。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世界经济脆弱性更加突出， 粮食和能源等多重危

机叠加， 人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对此， 中国共产党将着力推动更加包容、 更加普惠、 更有韧性

的全球发展， 以实际行动书写 “中国之于世界” 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党提出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坚定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提出 “三个世界” 划分的理论， 重塑了国家关系新格局。 自 １９７１ 年第二

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至今， 中国始终坚定不移维护

《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 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 此外， 中国也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无论是我国率先提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

产品， 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正在成为新型制度性公共产品， 抑或

是亚信会议已成为包括 ２６ 个成员国、 １１ 个观察员国及国际组织的地区性安全合作平台， 都展现

了我国致力于共同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不仅如此， 中国也高度重视并

积极开展国际对话协商， 无论是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还是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等重要多边会议， 都为促进各国文明交

流、 共同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

大背景之下，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 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着力解决当

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公平缺位、 正义缺失的问题， 以及未来全球治理中面临的结构失衡和文明冲

突两大挑战， 维护和促进国际秩序稳定。

·２３·
① 参见罗照辉： 《七十年援外路　 五大洲风雨情》，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中国共产党大党格局的五个视角

中国共产党的大党格局深刻回答了我们党是什么、 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革命本质、 初心使命和天下情怀， 深深熔铸于红色血脉， 成为我们党继往开

来、 不断取得更大胜利的内生动力。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秉持大

党格局，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成一块 “坚硬的钢铁”， 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用新的伟大奋斗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谢撼澜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 任晓楠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２０２０ 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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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研讨会暨

《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发布会” 在重庆召开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研讨会暨 《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３）》 发布会” 在西南大学召开。 会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

传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主办， 西

南大学和重庆出版集团共同承办。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甄占民， 中共中央

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副校 （院） 长李毅分别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通过视频致

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作会议主旨报告。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姜辉强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 核心要义、 主要内

容、 实践要求， 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 学理、 哲理， 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甄占民指出， 推进党的理论的体系化、 学理化， 是理论创

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 是总结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要用普遍联系、 全面系

统、 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揭示其思想融通、 逻辑互证

的整体力量。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单位的与会

专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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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ｅｄ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ｄ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 ｉ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ｉｎ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ＣＰＣ'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ｔｓ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ｌｉｅｆ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ｍ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Ｐａｒｔｙ'ｓ ｂｅｌｉｅｆ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ｂｙ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ｙ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ｙｏｕｔｈｆｕｌ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ｓｗｅｒｖ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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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Ｚｈａｎｇ Ｄｕａｎ （３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ｉ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ｙ Ｙａｎｇ Ｙｕｌｉｎ （４６）…………………………………………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ｈａｓ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ｕｃ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ｆ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ｏｉｃｅ 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 ｈａｒｄ

ｐｏｗ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ＰＣ'ｓ Ｆｕ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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