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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
与中国国际地位梯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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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来，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相应的中国国 际

地位也经历了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大国 到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强 国 的 梯 级 上 升。中 国 综 合 国 力 的 历 史 性

飞跃和国际地位的梯级上升源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 的 领 导，源 于 党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立 场 原 则 方 法 的 坚 持 和 践 行，

源于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源于党对人民的信任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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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

核心。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谋求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

新。１０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

国人民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实现

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不仅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而且迈步走向决胜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

程。经济上，中国已经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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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政治上，中国已经由一个地

区性大国演变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国；文化

上，中华文明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与其他文明在交流

互鉴中实现了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意

义也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政党理论，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等。

一　政治上站起来：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与地区性大国

　　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得到关键性扭

转的是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成立［１］，但是使中国革命转

危为安的关键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

成立之后，中国革命不仅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

还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的胜利标着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任

务，即民族独立。民族独立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基础，是人民解放的前提。只有站起来，

才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交往、参与国际事务，平

等协商才有可能。新中国的成立则意味着新民主义

主义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得以完成，即人民解放。人

民解放是国 内 社 会 稳 定、政 治 革 新、经 济 繁 荣 的 保

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

根本动力，只有通过人民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才有可能。因此，没有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有中国的

繁荣富强，也就难以保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平等待

遇。由此可见，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是中国国际

地位提升的前提和保障。而无论是民族独立还是人

民解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完成的。

可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没有中华民族政治

上的站起来，也就没有中国国际地位的日渐提升。

（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也开启了中国

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

近代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内无民主、外无主权的境

遇。国内政治腐朽、民生凋敝、生灵涂炭、压迫重重；

国际上，任人宰割、备受凌辱、毫无主权。为挽救民

族危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救国

之道。既有地主阶级开眼看世界的“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早期改革尝试，也有农民阶级“均田地”的太平

天国运动；既有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也有资产阶级以改良为目的的戊戌变法；既有以推

翻旧的政治 制 度 为 目 的 的 辛 亥 革 命，也 有 宣 传“民

主”“科学”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探索和

尝试虽然都失败了，但却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经

验，也积蓄了中国革命继续发展的动力。直到五四

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有识之士

才开始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即无产阶级必须把马

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必须

要把无产 阶 级 当 作 自 己 的“物 质 武 器”［２］１６，只 有 在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对

外打倒西方列强，对内实现民族解放。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也是

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

解放是同时进行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

才能解放自己［２］３８５。马克思同时指出：“为保证社会

革命获得 胜 利 和 实 现 革 命 的 最 高 目 标———消 灭 阶

级，无产阶级 这 样 组 织 成 为 政 党 是 必 要 的。”［３］１７４在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之下，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

革命的面貌也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

相结合；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

终坚持必胜的抗战信念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经

过几代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

利。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的抗

日战争为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作 出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贡

献［４］３８７。但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

献、中国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等并没有改变中国国内积贫

积弱的现状，也没有改变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现实。

例如，二战中的雅尔塔会议规定中国的大连为自由

贸易港、琉球由国际托管；二战结束后，英国拒绝把

香港交还给中国并恢复驻兵等诸多特权；美国的扶

蒋反共政策等都可见一斑。在国际社会的冷遇使得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只有取得民族独立，真正地站起

来，才有可能得到平等的礼待和最起码的尊重。

（二）新 中 国 成 立 与 党 领 导 下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完

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领导并紧紧依靠人民

完成的第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发展进

入新纪元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按照苏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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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走一条以重工业为基调、以兴办国有企业为内

容的、以国 家 工 业 化 促 进 现 代 化 的 经 济 发 展 道 路。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

巩固的国防，便 没 有 人 民 的 福 利，便 没 有 国 家 的 富

强。”①［５］１０８０将国家经济的重心放在重工业上是由当

时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就国内而言，新中国

成立初期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

问题，如 土 地 改 革、镇 压 反 革 命、追 剿 残 余 敌 人 等。

就国际环境而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

中国进行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等。由此，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以发展

重工业为核心要务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首先，在国

家工业化发展 战 略 的 统 领 下，１９５３年，我 国 部 署 了

“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以工业化为主

体，三大改造为两翼［６］，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发展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即“一五计划”，集全国之力，大力兴

办国有企业，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期

间，中国工业化取得重要成就，基本奠定了我国工业

化的初步基础。例如，建成了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

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飞机制造厂

等在内的近 六 百 个 重 要 项 目。其 次，１９５６年，总 路

线的“两翼”———三个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

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

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

主义过渡性质社会的结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

了制度条件。最后，经济建设在曲折中前进。社会

主义探索时期，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质

认识不够深刻，党对工业化模式和工业化速度等方

面的认识都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致使社会主义

建设遭遇 挫 折。但 党 都 能 及 时 进 行 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及时纠正错误，确立新的正确的方针路线。１９５８
年开始执行 的 第 二 个 五 年 计 划 期 间，虽 然 受“大 跃

进”的影响，但是仍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例如石油实

现了自给。１９６６年 开 始 执 行 的 第 三 个 五 年 计 划 期

间，虽然遭遇“文革”动荡，但是经济依然取得了一系

列成就，例如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昆铁路建

成通车、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等。

（三）站起来与地区性大国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国内百废待兴的基本

国情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的敌视主义的政

策等的制约，中国的发展空间有限，国际地位的提升

也是局部性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开始崛起。

首先，国际 社 会 兴 起 了 与 新 中 国 建 交 的 热 潮。

新中国成立第二天，苏联承认新中国地位并与中国

建交，随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有１０个国家

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一年内，与中国建交

的国家有１７个。其次，进入国际舞台并发挥建设性

作用。１９５４年，周 恩 来 总 理 参 加 了 日 内 瓦 会 议，并

在会上就印度支那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推动了

会议的进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第一次以大

国身份参与的国际性会议。同年，周恩来总理在访

问印度和缅甸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该原则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１９５５年，周

恩来总理出席了万隆会议，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旗帜，

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为会议成功进行

作出了巨大贡献。再次，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１９７１年，第２６届 联 合 国 大 会 恢 复 了 中 国 在 联

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最后，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

中美关系、中 日 关 系 正 常 化。１９７１年７月，基 辛 格

秘密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开始融冰。第二年，尼克松

访问中国，双方签署《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

正常化。继中美 关 系 正 常 化 之 后，１９７２年，日 本 首

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

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国际

地位的提升是显著的。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始走

向世界舞台，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但改革开放之前

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依然困难重重，在国际事务中的

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还处于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中

国真正地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世界性的大国，是从改

革开放开始的。

二　经济上富起来：锐意改革开放

与走向国际中心的大国

　　政治上的站起来是经济上富起来的政治保障。

但是政治上的站起来并不等于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平

等公正的待遇。政治大国需要过硬的经济实力的支

撑，世界性大国必然是经济强国。没有生产力的发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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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没有经济的繁荣，没有物质基础的支撑，就不可

能有跻身于世界舞台的综合国力。战争年代，马克

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指

南。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指南。中国共产党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相结合，形

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毛泽东思

想与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探索时期社会

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锐意做出了实

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策，开启了中国走向快速

发展和富起来的新征程。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党对国家发展重

心的关键性调整

如上文所述，新中国在过渡时期取得了一系列

的经济成就，但在１９５８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

计划”中，由于脱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盲目冒进的风气，提出了“十年或

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

上美国”［７］３１３的“赶英超 美”的 不 切 实 际 的 经 济 发 展

目标。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一味地追求“一大二公”，

不断地提高经济目标，最终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

力、扰乱了社会秩序，致使在苏联背信弃义及自然灾

害等多重影响之下出现了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三年经

济困难期。１９６６年 开 始 执 行 的 第 三 个“五 年 计 划”

期间，由于对国内阶级形式及资本主义复辟的误判，

国家发展的重心由经济建设转移到阶级斗争，导致

了文革十年动乱，给党、国家以及人民带来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大的浩劫和灾难。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

两面经验，使得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及以实践为

导向来制定国家发展战略，１９７８年，以反对“两个凡

是”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路线为目的的“真理标准

问题大讨论”拉开了序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是党对自身思想问题的清算，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推动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

新时期。

（二）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与改革开放

伟大战略的提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 北 京 召 开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富起来的伟大征程。十一届

三全中会之后，改革和开放就成为推动我国发展的

双引擎。在双引擎的驱动之下，中国经济开始起飞，

经济走上了快车道。

第一，重新认识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重新明

晰了现代化的内涵。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口号，将党 和 国 家 的 工 作 重 心 重 新 转 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了发展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

题的关键。同时，党对现代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现代化不仅仅是指工业的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经

济的现代化，而应该还包括健全的民主和法制、精神

文明建设［８］２０４。即，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应 该 是 物 质 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现代化，而不是单维度的现代

化。自此，党将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

略的高度。党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正确定位为经济沿

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保障，为经济持续发展

提供了动力，对现代化内涵的全面把握为社会的充

分全面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制定了社

会主义发展的百年计划，即“三步走”战略。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党深刻认识到“大跃进”运动违反了社

会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

客观的历史进程，是由现实物质基础决定的，而不是

意识的产物。在总结失误的基础上，党重新站在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明确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而不是

一蹴而就的赶超过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时

间上、目标上等都更加细化和具体。党重申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坚持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提

出的“三步走战略”，同时进一步强调了“三步走”战

略进行到第三步才有可能基本实现实现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即到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９］。党明

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还相当薄

弱的当下，任何急于求成的赶超战略都是违背客观

规律的，不仅不会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且还会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灾难和浩劫。

第三，引进了市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引入市场因素，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

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即“计划不等于社会

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１０］３７３，而且也为中国经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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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市场开辟了道路。开放是中国走向世界市场

和引进外资的前提，计划经济制度之下，仅仅依靠国

内市场，不仅相对狭小，而且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空

间，导致走向国际市场的动力不足。只有与国际市

场接轨，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吸引外资，才能在

竞争中促进 民 族 企 业、民 族 产 品 走 出 国 门，走 向 世

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开始带领中国人

民探索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建 设 路

径。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第一次正式

提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

上破除了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的传统

僵化的观念。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 的 十 四 大 报 告 明 确

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是党的历史上重大的理论创新，发展和创新了马

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

第四，改革开放与中国已跻身世界性经济大国

行列。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已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承认。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性经济

获得了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保持

在１０％左右，在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上是一项空前

的成就［１］。２０１０年，中 国 在 第 二 季 度 的 ＧＤＰ总 额

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

大国。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理论创

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推动积贫积弱的

中国逐渐富起来，并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三）中国经济的富起来与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

大国地位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的理论创

新，不仅实现中国经济的富起来，而且也逐渐推动中

国由地区性 的 大 国 走 向 世 界 舞 台 的 中 心。１９８０年

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

权益，为中 国 参 与 全 球 经 济 治 理 提 供 了 合 法 身 份。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及其积极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改变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

球经济格局，开启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治

理全球经济的新时期［１１］。

首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的 发 展。中

国自古以 来 就 秉 承“达 则 兼 济 天 下”的 天 下 大 同 思

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借鉴。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

亚·库珀将中国的成功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北

京共识”既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同时“北京共识”与

“华盛顿共识”齐名，又体现了“北京共识”巨大的国

际影响力。中国在实现自身富起来的同时，为世界

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为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

的困境，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同

时，中国还斥巨资援助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建设，

如支援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

其次，跻身全国经济治理三大主要经济体的行

列，积极参与 全 球 经 济 治 理。２０１０年，中 国 开 始 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欧盟成

为世界经济治理的三个主要的经济体。世界经济治

理主要经济主体的地位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为世界经济治理贡献公共产品的基础，也是中国在

世界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是提高中国

在世界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重要保证。

最后，通过多种国际组织，致力于国际经济新秩

序的构建。国际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旧秩序一直都是

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也是发

达国家借以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中国抓住了世界经济全球化、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机遇，不断深化国内机制体制改

革，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并开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之中。例如，通过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积极参与

博鳌亚洲论坛、加 入 金 砖 国 家、加 入 Ｇ２０集 团 等 方

式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

的 国 际 经 济 新 秩 序，并 发 挥 着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作

用［１２］。

改革开放至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之

前，中国虽然借助自身富起来的强大经济实力，通过

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方式，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在国际经济 新 秩 序 的 构 建 中 发 挥 着 不 可 或 缺 的 作

用，但仍是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旧秩序

之下进行的，因此是被动的参与，对国际经济秩序的

影响有限。经济上的富起来并没有使中国在国际上

获得同等地位的影响力，也没有获得同等地位的公

平待遇，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一个深刻的问

题，即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居于什么地位、具

有多大影响力的根本性因素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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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上强起来：科学研判新时代

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一经

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２］９中国崛起不仅

仅是经济的崛起，也是文化的崛起。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深厚文化底蕴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撑。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更深层

次的自信，是一个国家自信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

产党经过不懈努力和探索，深刻认识到文化的崛起

才是推动中 国 成 为 具 有 世 界 影 响 力 大 国 的 根 本 动

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一个民族的灵魂。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心往一处去，力往一处使”就必

须要有共 同 的 理 想 信 念 作 为 支 撑［１３］３２３。在 一 个 多

元民族国家，这个凝心聚力的共同理想信念只能从

共同的文化 传 统 之 中 来，即 从 共 同 的 基 因 中 提 取。

作为世界中唯一一个从未中断的、延绵五千多年的

文明，中华文明必然成为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克时

艰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底气。

（一）党对中国自信认识的深化与文化自信是中

国自信更持久力量的提出

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起多大的作用，能够引

起什么样的反响，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还取决

于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吸引眼球的能力有多强，

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强弱。由此

可见，政治上的独立为中国跻身于世界舞台提供了

前提和基础，经济上的富强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

物质保障，而文化上的强大则是构建具有世界影响

力话语权的强国的关键。自信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的底气，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正是基于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

化自信。“四个自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道路

自信是基本前提、理论自信是思想引领、制度自信是

可靠保障、文化自信是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之所以自信是因为具有务实精神的中华文明

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

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自信是因为具有敢于自我

革命、不断修正错误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文化上强

起来的标志，也是中国话语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话

语的开端。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已被写入联合国

安理会决议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国际社会的

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２０１７年被首次写入联合国决

议［１４］，之后又被 多 次 写 入 联 合 国 文 件；中 国 提 出 的

新发展理念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１５］；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共识等。

（二）文化上强起来与世界性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国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有世界影

响力的大国，是从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开

始的。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国由积极地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过渡到积极地向世

界提供公共产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向全球治理积

极地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实现了由被动参与

到主动重塑的转变。

首先，“一带一路”：“丝路”精神的延续与区域治

理模式的重塑。“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古代“丝路”精

神的延续，其本身就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区域

合作模式，同时又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重

要平台。“一带一路”是陆上丝绸之路与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在世界出现“发展赤字”

“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１６］的背景之下，

提供的创新型合作方案。“一带一路”是全球化背景

下的经济合作方案，也是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互鉴

的重要平台。其一，“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丝路”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丝路

精神源于汉朝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公元前１３８年

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

新纪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与西方的新航路开辟不同的是，由张骞开启、经由东

汉的班超、大唐的玄奘等进一步拓展的丝绸之路是

一条和平之路、文明之路。经由几千年的发展，丝路

精神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也是人类文 明 的 宝 贵 遗 产［１７］。其 二，新 时 代“一 带

一路”精神是以“和合文化”为主题的古代“丝路”精

神与以“和平、发展、开放、创新”为主题的时代精神

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精炼地概括了新

时代“丝绸之路”精神的特征和内涵。即，“在中华民

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

路精神”［１８］。其 三，“一 带 一 路”倡 议 受 到 了 国 际 社

会的持续高度关注。当今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成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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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题，当下世界性的大战不可能发生，世界发展也

稳定向前，但是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却一直困扰着

世界各国人民。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

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在国际上引

起了重要的反响。一方面，“一带一路”的朋友圈阵

容越来越 大。自２０１３年 倡 议 的 提 出 至 今，已 经 有

１２４个国家及２９个 国 际 组 织 正 式 与 中 国 签 署 了 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得

到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已被写入联合

国安理会决议 中①，极 大 地 提 升 了 中 国 的 国 际 地 位

和国际影响力。其四，响应“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精

神，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弥补了世界银行

向发展中国家供给资金的不足。“一带一路”是根植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一带一路”的巨大国

际影响力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巨大优越性和穿时代的

现实解释力。其五，“一带一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

的理念，是新型的区域合作模式。与西方国家主导

的“一国独奏”的区域合作模式不同，“一带一路”是

沿线和世 界 各 国 的 合 唱［１９］３００。“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提出，标志着中国从被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到开始主

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积极贡献中国智慧的转变。

其次，文明交流互鉴：和合文化的延续与保卫世

界和平屏障的建筑。和西方扩张性、侵略性的资本

主义文明不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和平为贵，倡

导“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

民族，中华民族与世界的交往不是通过战争进行的，

而是通过文明的交流和经贸往来进行的。张骞出使

西域、郑和下西洋、鉴真东渡日本等都是以文明交流

的方式促进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不同文明

之间的互相了解，消除隔阂，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

类文明的进步。第一，倡导“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

明因互鉴 而 丰 富”［２０］。当 今 时 代，和 平 和 发 展 是 时

代主题，但是影响和平、阻碍发展的因素依然大量存

在，其中文明之间的互疑和猜忌是导致矛盾和冲突

的重要根源之一。美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重建》中，对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

突进行了预设和分析。虽然亨廷顿对不同文明之间

可能发生冲突的预设过于悲观，但是从侧面印证了

不同文明之间的猜疑和猜忌是导致世界不和平的重

要原因之一。文明是历史的产物，从广义上讲，是生

活在特定社 会 环 境 下 的 人 们 所 创 造 的 一 切 人 文 精

神、物质发明、公序良俗等的总和。因此，不同文明

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

一定会发生冲突。与倡导“普世价值”，企图以西方

文明取代其他文明，来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文化

霸权主义方案不同，中国倡导以交流促进不同文明

之间的互相了解，以互鉴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第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

话提供了平台。承认文明是平等的，是不同文明之

间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则是对不

同文明平等地位的肯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

国家、民族的 思 想 文 化 各 有 千 秋，只 有 姹 紫 嫣 红 之

别，而 无 高 低 优 劣 之 分。”［２１］９中 国 不 仅 坚 持 文 明 平

等，同时也积极地倡导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是中国为亚洲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

了一个重要平台，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中国文明观的

重要平台。第三，平等的文明观是维护世界和平的

重要精神力量。“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

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而平等的文明观与

以交流 互 鉴 的 文 明 发 展 观 就 是 保 卫 和 平 之 屏 障。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习近平总书记

用通俗易懂 的 中 国 话 语 向 世 界 人 民 传 递 了 中 国 智

慧，传递了中国始终坚持和倡导文明平等的思想，传

递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维护力量的精神。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的延续与全球治

理体系的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２１世纪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也是对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和

创造性转换。其一，以互利共赢共建繁荣的全球经

济命运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

权利，繁荣富强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共同

繁荣、互利共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

础。中国坚持了互利共赢，将中国梦与世界的繁荣

发展结合起来，“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

是相通的”［２２］１６。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是 中 国 人

民的伟大梦想，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世界各国

人民的共同梦想。但是中国梦并不是凌驾于世界各

国人民的美好梦想之上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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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年３月，联合国安理会第２２７４号决议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决议；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 会 通 过 的 关 于 阿 富 汗 问
题第Ａ／７１／９号决议明确欢迎“一带一路”重要倡议。此次会议上，联合国１９３个会员国一致赞同“一带一路”倡议载入联大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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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复兴，中国过去没有侵略别的国家，现在强大

起来了也不 会 成 为“超 级 大 国”①，将 来 更 不 会 成 为

世界霸主。中华民族没有侵略的血液和基因，和平

发展始终是中国发展的主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要在实现自身强起来的同时，维持世界和平，促进

世界发展，与 世 界 各 国 人 民 的 梦 想 进 行 对 接，实 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２３］的最

终目标。同时，在全球经济面临严重的发展赤字的

形势之下，中国坚持开放共享发展，让世界各国搭乘

中国经济发 展 的 快 车，共 享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红 利。

中国坚持创新驱动战略，依靠创新拉动经济的发展，

激 发 市 场 活 力，成 为 世 界 经 济 的 稳 定 器 和 动 力

源［２４］。其二，以新 发 展 理 念 共 建 生 态 命 运 共 同 体。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治理的棘手问题之一，也是全

球治理的重点。美丽中国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到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大事。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也是对中国发展理念的更新。发展是解决生存问题

根本之策，但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必然会导

致新的生存危机。资本主义掠夺性的发展方式，导

致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变成了不毛之地，导致了阿

尔卑斯山南坡由茂密的森林变成了水土流失严重的

荒地。［３］９９８与资本主义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不同，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即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

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拓 展 成 为 “解 放 生 产 力、发 展 生 产 和 保 护 生 产

力。”［２５］发展与保护并不是不可兼得的，保护生产力

就是要保护 生 态 环 境；同 时“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保护环境也是保护生产力。新发展理念对保护

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的创新性阐述，

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共享

发展为人类结成生态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

世界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家园。在

全球生态环境的治理上，各国只有共同承担责任、共

享治理成果、摒除搭便车的心理，才能携手共建生态

命运共同体。其 三，以“ｅ带ｅ路”共 建 网 络 空 间 命

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地、海洋、天空、

外层空间之外的第五空间。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全球

人口总计７６．７６亿人，其中网民的人数为４３．８８亿

人次，占 比５７％，同 时，全 球 手 机 用 户 人 数５１．１２
亿，并且有３４．８４亿 人 会 踊 跃 参 与 社 交 媒 体。［２６］全

球网民已经超过了全球人口的一半。网络空间的治

理也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中国虽然加

入全球互联网的时间不长，是互联网的后发国家，但

是中国积极地参与全球网络治理。特别是进入新时

代以来，随着中国由网络大国转变为网络强国，中国

在全球网络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

主权原则的提出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的“网络自

由”原则；［２７］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为 构 建 网 络 空 间 命 运

共同体创建了平台；“数字丝绸”“构建可持续的数字

世界”［２８］等的提出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

供了实践平台，即“ｅ带ｅ路”。［２９］其四，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平等公正合理

的全球治理新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样的

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

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

由少数人说了算。”［１９］２８５因此，全球治理应该是世界

各国人民的合唱，而不是少数国家的独奏。中国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积极地挖掘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处世之道，积极地运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来论证全球体系改革的

必要性，积极地承担责任，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

则，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３０］

四　结　语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１００周年的历 史，在 中

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之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

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国际中心

的大国到具有世界影响力强国的历史性飞跃。中国

国际地位的梯级攀升，是坚持继承、创新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结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平发展道路的结果，是坚持不断改革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是坚持对中华传统优秀文

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自信的结果，更是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的结果。党的坚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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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超级大国：当世界在政治上划分为支配国和被支配国的时代的一个或极少几个支配国家，特指处在发达社会，具有超强综合国力，同 时 信
奉霸权政策的支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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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中国备受欺凌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

的面貌，实 现 了 民 族 复 兴 和 国 家 富 强 的 伟 大 梦 想。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当今中国的崛起具有基

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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