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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切伟大的故事都不平淡，中国共产党也曾历尽
苦难。

它创始的那天就颇多曲折。如今在上海最为繁华的新
天地附近，那座低矮的石库门建筑日日游人如织，人们在
附近喝完下午茶，总想来这里转转。但96年前，“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
举行，却由于法国密探的干扰，不得不移到了浙江嘉兴南
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

那只是一连串困难的开端。即便以最为简略的历史框
架看党史，中国共产党也已走过 3 个非凡的阶段：革命、
建设与改革。这其中，既有长达28年的浴血奋战，也有教
训惨重的坎坷时期，更有过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只
有13位代表的中共一大，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在遭
遇封锁的岁月，谁也难以料想今日超过 8900万党员的执政
党盛况。

但正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在社会主义革命
中，在砥砺奋进的建设中，在锐意创新的改革中，历史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

96年过得既快又慢。屹立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度过了漫
长岁月的政党，但“中国共产党”这5个字的内涵与外延，却又
复杂得难以名状。无论从纵深的历史视角，还是从横向的对
比视角，如何看待中共，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

一遍又一遍，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外界的好奇——
它是如何带领13亿人民，走上今天这复兴之路的？

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96岁的中国
共产党当然有着无数面孔。本文所分享的，是一种简单的
视角。毕竟，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远没有结束，而
中共提供着方案。

选择道路，选择未来

事后诸葛亮，比做诸葛亮要容易得多，正如倒推成功
的原因，向来比成功本身要容易得多。

今天我们可以对世界说，中共在出发之际，就选择了
一条正确的路。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一本厚厚的《二十一
世纪资本论》 引起广泛关注。这本书认为，资本主义体制
是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根本原因。

皮凯蒂很容易在历史中找到共鸣。因为当年那本叫
《资本论》 的书，矛头最早指向了资本主义体制。上世纪
初，这本书被引进中国，它与 《共产党宣言》 及其代表的
共产主义信仰一道，成为燎原的火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
心中熊熊燃烧。

年幼的中共面前，并没有现成的道路。马克思指出了
人类的终极命运，却没有指出可以抵达的每一个路标。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漫长的百年中，中国历史的马车
行驶在没有道路的原野上，压出或深或浅的车辙。救国救
民，国民党试过，失败了；军阀们试过，失败了；只有中
国共产党的实践，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有着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空想到科学、从理
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最终发现，中国这
片东方的土地是最适合它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开辟了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

寻找这条道路的过程，正是中共不断自我革命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不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不断根
据时代与任务的变化，主动赢得蜕变与涅槃。古语说，“马上得
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个曾经领导人民武装革命的政党，
在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路上，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
就，证明自身具有牢固的执政基础和强大的治国理政能力。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六个时间段分
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即空想社会
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
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
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坐标。
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来自改革开放 30多年的伟大实

践，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来自对
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来自对中
华民族 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来自对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把握。

习近平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

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
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他山之石，他党之赞

站在 96年的时空坐标上回望，从兴业路到井冈山，从
延安到西柏坡，从北京到全球……中共深深扎根于最接地
气的基层，却也闪亮于最为高端的世界舞台中心。

那么，在如今的世界中，中共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在
对比与对话中，可以找到中共在世界的方位。

对很多政党来说，中共是学习的对象。从这个层面上
说，中共许多制度探索与创新，具有世界性意义。

今年2月，西班牙执政党人民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决定仿效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确立的党内监
督机制，设立人民监督办公室，加强党内治理，强化内部
机制建设，接受社会各界的检举监督。出席大会的巴亚多
里德人民党代表胡安·卡洛斯表示，在人民党内部，党员私
下里会谈起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机构在中共
十八大后的成绩令人钦佩不已。

对很多政党来说，中共是值得尊重的好朋友。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行政书记伊格纳修

斯·乔姆波对此感受颇深。他感慨说，与非洲一百年前接受
发达国家殖民时被灌输的理念相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
球治理主张，在理念上就有着天壤之别。

对许多国家来说，中共是很好的对照。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对比了

中国与丹麦的不同。他说，丹麦有11个政党，每次做决定都要
大部分政党的同意；中国的政党制度很适合中国的国情，非
常有利于决策的执行。“而且今天中共党员更为年轻化，受教
育程度更高，知识和能力更强，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让世界认可的，当属中共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举世瞩
目的成绩。前不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中国取得了很大
成就，推动5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并迈入了中产阶级。这个数
字与说法虽不尽正确，谈到的趋势却是各国的共识。

面向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世界各国政党保持着
畅通的沟通。

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数据显示，每年有300多个
外国政党组织和中共代表团进出国门，既交流治国理政经
验，也探讨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海外对中共的
兴趣，始终不断。“中国研究热”“中共报道热”不断兴起
的同时，外国友好政党与中共交往的兴趣和愿望日益迫切。

“我了解到至少在中欧地区，有很多年轻学者研究中国
和中国共产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因为这是一
个新的话题。”匈牙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马都亚说，如
果有人想要理解中国，他必须要理解中国共产党。

英国剑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一
直关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问题研究。他的著作 《大国雄
心》，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选择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
展道路，以及这种中国式发展道路可能对世界产生的更大
影响。“随着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深，我看到，中国共
产党愿意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则昭示出中
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主动探索。中
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评价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世界眼光，这种世界眼光不是看看而已，看了会想，想了
会做抉择。

从严治党，从根治起

权利与义务向来对等，责任越大，要求就越高。十八
届六中全会公报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
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
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
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
地摆在全党面前。”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的这段分析，切中要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将全面从严治党放到“四个全
面”的战略高度上，体现的正是这个执政党在深思熟虑之
后，对自身提出的极高要求。

制度创新，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中共上下早已取得
的共识是，只有扎紧制度的笼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运动式”的举措只能震慑一时，而“法治”比“人

治”更可靠。
反腐从治标走向治本，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引起外界瞩

目。在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指导思想之下，打
虎、拍蝇与猎狐成果卓著。习近平今年初总结指出，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
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
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则是中共在全面从严治党中，
大力推进了党的制度建设。

巡视制度是其中的典型。中共边实践边总结，不但实
现了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的目标，
还将经验上升为制度，于 2015年出台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
作条例》。更让外界惊讶的是，中共始终坚持着总结和提
炼，今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 《关
于修改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的决定》，而此时距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印发还不足两年时间。
党组织的作用，也随着制度的完善而越来越大。《中国

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试行）》 出台不久之后，新浪、百
度、小米等著名互联网企业，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党组织。
中共推进的这一改革创新，开始在实体部门中取得“一竿
子到底”的组织保障。

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并
将“全面从严治党”首次写进中央全会文件，从而把全面
从严治党的战略正式上升为全党意志。

而在过去几年中，得到实践检验的好做法，普遍迅速
完成了制度化、常态化，成为全党上下需要遵守的规章制
度。例如，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成功经验后，今
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共有 50多部党内法规陆续出
台或修订，不断夯实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

2014年2月，习近平提到了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的
一个“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
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
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如今看来，中共的
制度的确日趋完善，却又永远在路上。

幽灵不灭，理想不息

无论何时，讲述中共的故事，都得从一个幽灵说起。
这源自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那句著名的“一个幽
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个幽灵，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

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可能还想加一个视角。在
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他这样写道：“国家并
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
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想弄
懂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它们的起源以及帮助它
们形成的意外和偶然。”这里一语道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
来说，其传统有着难以比拟的重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基因，党和人民
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所迸发的持久文化动力，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所指向的科学文化方向，这三者，共同建构
并体现着中共的文化自信。而这个执政党的政治文化，也
在岁月的磨洗之后，重新展现出最朴实、最初心的一面。

叫声“同志”，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在去年引起全党
上下的高度重视。过去，“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的官场
作风也曾盛行一时，如今，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坚持党内民主
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

称呼背后，体现的是对“官本位”的纠偏。政治生态
的恶化，往往从“小事”开始，而相互称“同志”，促进着
8900多万党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醒党员时刻注意
自己的身份，和党内同志间的平等意识。

这个政党的进步，则始终依靠学习。在一个有着13亿
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面对着太多在人类历史上“没有
先例”的事，中共对自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是以，从
延安时期到现在，“本领恐慌”始终激励着共产党人奋发学
习。从政治局集体学习，到各级党校培训，从国内考察，
到海外调研，中共党员的学习路径多、范围广，依靠学习
走向未来。

而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一个学习型政党，一个眼光长远的政党，一个带领全体中
国人民走上复兴之路的政党，始终应当将执政能力作为审
视自我的重要维度。

作为历经磨难与奋斗的执政党，中共不光有自信、初
心与进步，还有矢志不渝的理想。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
人的精神之“钙”。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
起，”习近平曾感慨说，“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
想和崇高追求。”

中共靠什么
屹立于当今世界？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在深刻复杂的世界
大变局中，很多人把目
光投向了中国。

1989 年夏，日裔美
国学者福山发表了一篇
题为 《历史的终结？》 的
文章，后来他进一步出
版了一本著作 《历史的
终结及最后之人》。福山
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
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
展的终点”和“人类最
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
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著述引发了广泛
的争论，虽然前苏联、
东欧发生剧变，然而在
此之后，资本主义之外
的国度，并没有想当然
地选择了所谓的民主制
度，而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经济、政治、
文化和社会治理等多个
领域又出现了一系列问
题，所有的一切，都偏
离了福山的看法。

几年后，福山的老
师亨廷顿出版了 《文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
建》，他认为这是一个多
文明的世界，并将西方
文明列于所提到的当代
主要文明中的一种。在
书中，亨廷顿指出了西
方的衰落，也指出了非
西方文化的复兴，并特
别指出了亚洲的自我肯
定。亨廷顿指出，权力
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
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
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
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
的。

2004年5月，美国学
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发
表了 《北京共识：提供
新模式》 一文，认为中
国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
秩序，并且向人们展示
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
式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

在 此 期 间 及 之 后 ，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
的研究日渐增多，发表
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
模式研究的文章、报告
和著作。

2010 年 ，《大 国 雄
心》 一书在中国出版，
其作者是英国学者马丁·
雅克。在书中，马丁直
接使用了“中国世纪的
来 临 ” 这 样 的 章 节 标
题，他谈到，中国崛起
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
义的终结，西方的规范、价值观和制度
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竞争。中
国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和权力
结构。

事实上，在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
的研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其
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种关注，随
着中国的全面进步和西方国家民主选举
制度的乱象横生，正呈现出日渐增加的
热度。

在这种关注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济腾飞，全面深化改革，创
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与此同时，近年
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自主意识
和能力逐步提高，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
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大，中国理念越
来越被认同。这些成就，使越来越多的
海外专家学者看到了中国制度因素带来
的根本性的发展动力。

很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制度和发
展道路的巨大成功，与中国共产党强有
力的领导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执政有
着长远的计划，可以推进很多改革，使
得中国取得了 30多年的飞速发展，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充分证明了中国
治理体制的高效和成功。

另外，还有很多海外学者注意到，
中国发展更注重整体协调的发展。他们
认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理念的引领下，结合成熟的
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不仅能助推世界
经济发展，更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正
能量与发展观念的参照。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指出，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
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
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
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
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不仅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成
功道路，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而且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向人类社会提供了丰富鲜活的中国
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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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江苏省灌云县伊山镇人大代表、干部党员在聆听
老革命战士讲述党的战斗历史。 吴晨光摄 （人民图片）

图为江苏省海安县南莫镇中心小学的老师为学生们讲解党徽知识。 向中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