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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者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述评∗

毛　 盾

［摘　 要］ 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海外学者

纷纷试图发掘中国共产党引领实现 “中国之治” 的成功密码。 他们认为， 坚持 “两个结合” 是党治理能力的源

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基础， 长期、 稳定的正确战略决策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

坚持学习、 持续创新是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不断发展的关键。 卓越的治国理政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生命力的不竭之

源。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认知， 有助于我们增进对 “中国之治” 的理解， 更好地提炼发展中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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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 经过十

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 改革开放以

来，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民生福祉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

成就。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格热戈日·科沃德科 （Ｇｒｚｅｇｏｒｚ Ｗ. Ｋｏｌｏｄｋｏ） 的感慨颇具代表性： “在
人类历史上， 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 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

步。”② 新时代以来，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并致力于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发展。
不仅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 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建成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与中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相对照， 近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面临发展瓶颈与治理困境的挑战③。 法国 “黄马甲” 运动、 西班牙加

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与美国 “黑命贵” 运动、 “占领国会山” 事件， 凸显西方主要国家在经济增长

放缓背景下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撕裂加剧和政治陷入极化等问题。 此外， 一些照搬西方治理经验

的发展中国家也落入了 “治理混乱和政治泥潭”④。 海地、 缅甸等国近年来不断爆发流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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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顾国情照搬西方政治制度， 在缺乏健全法律和制度的国家引发政治撕裂和社会冲突的典型

案例。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 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现代化的可替代性方案。 老挝驻

华大使坎葆·恩塔 （Ｋｈａｍｐｈａｏ Ｅｒｎｔｈａｖａｎｈ） 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启发所

有渴望发展的国家”， 并表示 “我们要认真研究， 把中国实现人民幸福梦想的宝贵经验运用到老

挝的发展进程中”①。 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组织书记莫拉莱斯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Ｏｊｅｄａ） 认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对

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②。 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 （ Ｊｉｍ
Ｙｏｎｇ Ｋｉｍ） 同样指出， 世界渴望分享中国在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经验③。

国外政学两界普遍认识到， 理解中国共产党尤其是理解其治国理政的经验， 是读懂 “中国

之治” 奇迹的关键钥匙。 系统梳理国外在这方面的认知成果， 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式现代化

的道路选择与实践方式的理解， 也有助于提炼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经验。

一、 坚持 “两个结合” 是党治理能力的源泉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指出， 中国共

产党早在 １９４９ 年之前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 正是这种根植中国社会

并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过去百年里所展现出的强大的改革力和非凡的治理能

力④。 加拿大中国问题专家齐慕实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ｈｅｅｋ）、 王大为 （Ｄａｖｉｄ Ｏｗｎｂｙ） 撰文指出， 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自我革新能力的源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让中

国共产党的健康前行有了思想保证； 同时，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与时俱进， 并

依赖于强大政党和卓越的领导者以实现成功⑤。
在推进 “两个结合” 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发

展需求， 制定了适应实际的发展策略， 并最终取得了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成功。 例如， 以毛泽东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 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

革命道路， 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不断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 创造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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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增长率超 ８％的奇迹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历

史方位和世界发展大势，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定位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实现了

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开启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拥有在短短数十年内带领中国人民走完发达国家数百年现代化道路的治

理能力？ 孟加拉国和平理事会秘书长夸西姆 （Ｍ. Ａ. Ｑｕａｓｓｅｍ） 认为， 中国共产党务实、 灵活地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②。 通过独特的选贤任能政治体

系， 中国共产党在保障政府领导层素质和能力的同时确保了政治稳定和决策速度， 让中国迅速崛

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③。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 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中心主任胡里奥·里奥斯 （Ｘｕｌｉｏ Ｒíｏｓ） 同样认为， 中

国共产党擅长学习西方哲学，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并将其与儒家学说等传统思想相结合， 审慎探

讨其在中国的具体适用性、 发展阶段和现实挑战中的价值， 这种融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

“有机治理” 奠定了基础。 里奥斯进一步指出， 中国在实践、 创新和发展方面充满信心， 同时始

终秉持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这正是当前中国全面发展的关键动力所在④。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基础

习近平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密码时指出： “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 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⑤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

工作， 党领导人民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有效开展治国理政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美中合作基金会执行主席约翰·米勒 － 怀特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ｌｉｇａｎ⁃Ｗｈｙｔｅ） 撰文指出， 得益于独特的体制， 中国在过去 ４０ 多年中成功让 ８ 亿人口摆脱绝对

贫困， 国内生产总值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６７９ 亿元提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２１ 万亿元， 创造了治理奇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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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认为，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缔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

一个伟大的制度设计，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法国学者马西莫·普兰迪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Ｐｒａｎｄｉ） 撰文指

出， 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创造了第三条道路， 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与市场经济进行有机结合， 这将使中国的经济优势继续强化①。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

里·塔夫罗夫斯基 （Юрий Вадимович Тавровский） 同样认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

将市场经济元素引入国家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 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参天大树上嫁接上了市场的

支脉， 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功②。 近年来， 在全球经济遭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

率先稳步复苏，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将防控疫情放在最优先位置， 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无形

之手” 功能的同时， 合理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 刺激市场总需求， 让政府宏观调控的 “有
形之手” 发挥了保障作用， 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③

俄罗斯科学院资深中国学家季塔连科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 总结中国改革的成

功经验时提出， 中国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立新的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体制， 赋

予了社会主义思想新的生命力， “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文明新模式的继任者和体现者”④。 美国威

尔逊中心研究员大卫·格拉尼克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ｎｉｃｋ）、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专家苏

黛瑞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Ｓｏｌｉｎｇｅｒ） 在研究中国发展经验时， 认为制度改革的性质和成效不仅取决于改革策

略， 还受指导思想和制度本身的影响⑤。 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基于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对经济机制体制的重构和再造， 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国

有企业蓬勃发展， 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组织能力同时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

进市场活力， 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的优越性。 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 （Андрей Виноградов） 由此提出， “中国以自己的成功实践证明， 资本主

义不是唯一的发展方案”⑥。

三、 长期、 稳定的正确战略决策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

政贵有恒， 治须有常。 稳定性是确保治国理政大政方针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 习近平在学习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Ｐｒａｎｄｉ， “Ｌａ ｒｅｃｅｔｔ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ｐｏｕｒ ｐｒｅｎｄｒｅ ｌ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ｕ ｍｏｎｄ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ｓｅｃｈｏｓ. ｆｒ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ｌａ － ｒｅｃｅｔｔｅ －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 ｐｏｕｒ － ｐｒｅｎｄｒｅ － ｌｅ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ｄｕ － ｍｏｎｄｅ － １０９６９５６.

Юрий Вадимович Тавровский， “４０ лет， которые потрясли Китай Переходя реку Истории с камня на камен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ｉｄｅａｓ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４ ／ ５＿ ７３３９＿ ４０ｙｅａｒｓ. ｈｔｍｌ.

Ｐａｎ Ｌｉｊｕ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Ｍｏｃｈｅ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ｏｎ ‘ Ｓｏｌｉｄ Ｐａｔｈ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Ｕ.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２３ ／ ｃ＿ １３９４６１９８６. ｈｔｍ.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 “ О феномен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дискуссий о
китайском социализме и итогов ＸＶＩＩＩ съезда КПК）”，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ƨо Востока，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参见孙健： 《海外学者论新中国 ７０ 年发展经验》， 《红旗文稿》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范伟国、 胡晓光、 高兰： 《专访： 中国的 “四个自信” 有根有据———访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维诺格拉多夫》，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８ ／ ｃ＿ １１２１８７０４８９. ｈｔｍ。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战略一经形成， 就要长期坚持、 一抓到底、 善作善

成， 不要随意改变①。 战略的长期稳定不但能提供可预测的发展环境、 建立公众信任， 而且有助

于保持经济社会稳定、 提高决策效率、 降低政策执行成本， 并有利于实现长期战略目标。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大卫·兰普顿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ｍｐｔｏｎ） 指出，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

以来， 中国在政策方向、 体制机构、 国际战略和发展轨迹等方面都展现出了稳定的连续性。 这种

连续性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坚实基

础②。 尼日利亚前新闻与通信部长拉巴兰·马库 （Ｌａｂａｒａｎ Ｍａｋｕ）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

执政理念时表示， 当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能够关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保持政策连续性时， 国家就

有望繁荣发展③。 例如在应对新冠疫情时， 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 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使我国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的同时， 近三年经济保持

４. ５％的年均增速④，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均为全球领先水平， 展现了 “中国之治” 的显著优势。
海外学者还观察到， 中国领导层擅长制订长远的规划并坚持之。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 公

共外交和中国问题专家麦启安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Ｍｉｃｈｉｅ） 认为， 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是因为遵循了明确的规划， 其宏观政策不仅具备连续性、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实施的发展措施也

反映了长期的战略性思考和构想， 并有坚定不移的行动力践行既定目标⑤。 墨西哥劳动党主席阿

尔韦托·安纳亚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ｎａｙａ Ｇｕｉｔｉéｒｒｅｚ） 将这种能力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在党的带

领下， “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政党解决贫困

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⑥。 从稳经济到促发展， 从战贫困到控疫情， 实践证明， 长期稳定的正确

战略决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

四、 坚持学习、 持续创新是党治国理政能力不断发展的关键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 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培元

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 以问题为导向不懈推进理论探索和创新， 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

局， 完成了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海外学界普遍关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

过程中不断适应各种挑战， 在坚持学习、 不断调适中持续创新的能力。 共产党 （意大利） 党刊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Ｄ. Ｍ. Ｌａｍｐｔ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ｔｏ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２２０ － ２３１．
参见周良、 王丽丽， 陈淑品等： 《国际社会盛赞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３４１５９. ｈｔｍ。
参见陈斌杰、 姜雪兰：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卫生合作　 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顾

阳：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年首场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　 推动经济整体好转积极因素明显增多》，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参见周卓斌： 《中国声音需要被认真倾听和广泛传播》，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丁子、 侯露露等： 《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作出新贡献》，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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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 杂志主编阿尔贝托·隆巴尔多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Ｌｏｍｂａｒｄｏ） 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的答案是无法从

书本和教条中找到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顺应时代潮流、 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正

确道路。 这不仅是属于中国的成功， 也对其他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①。
尽管部分西方学者如黎安友 （Ａｎｄｒｅｗ Ｎａｔｈａｎ） 等用错误的解释框架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方

式， 缺乏概念创新和理论突破， 但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Ｃｈｅｎｇ Ｌｉ） 认

为， 西方学者所谓 “威权主义的韧性” 并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

因， 相反， 党治国理政不断发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形势的变化寻求新的工作机制、 制度

性规定、 政策措施、 政治规范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因此， 无论海外分析家钟情与否， 中国

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相应创新要比外界观察广泛得多②。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

实践， 学习的目的在于实行。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源自总结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而武装全党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对实践起到有效指导， 而且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可

靠依据。
为学之实， 固在践履。 新时代以来， 党在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中不断学习总结， 用持续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有效应对了各种挑战。 中国为适应新发展阶段提出

的新理念、 新思想也得到海外学者的认同。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杜进森 （Ｄｏ Ｔｉｅｎ Ｓａｍ）
表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中国新的发展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共产党成功

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 展示了紧密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的能力③。
保加利亚中国问题专家玛丽埃达·阿拉巴吉埃娃 （Ｍａｒｉｅｔａ Ａｒａｂａｄｊｉｅｖａ） 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把握时代大势， 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将 “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和个人

幸福结合起来， 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结合起来”， 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国梦的旗帜下，
“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④。 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学习、 持续创新的过程中成功地演

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发展之道， 展示了以问题为导向，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党治国理政能力持续发展的关键。

五、 卓越的治国理政能力是党生命力的不竭之源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层次和进

程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来看， 尽管一些海外学者仍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分

·７７·

①
②
③

④

〔意大利〕 阿尔贝托·隆巴尔多： 《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Ｃｈｅｎｇ Ｌ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Ｅｒ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ｐ. ７ － ８.
参见孙萍、 于荣、 赵卓昀： 《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深刻影响世界未来———海外专家眼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０７ ／ ｃ＿ １１２１９２０４３４. ｈｔｍ。
钟文献： 《保加利亚政要学者热议中国梦》，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２０３ ／ ６５０６６３.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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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国共产党权力分配与运行， 但更多海外学者开始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

的能力与风格。
印度尼西亚学者李卓辉认为， 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强化领导

力， 带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①。 几内亚比绍社会学家迪亚曼蒂诺·洛佩斯 （Ｄｉａｍａｎｔｉｎｏ Ｌóｐｅｚ）
持相同意见， 他指出， 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 “中国经济变得非常强劲、 具有韧性”②。 美

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部主任任易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 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特征之一就

是重申了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领导作用③，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一系

列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成功的基础。 上述观点表明， 海外学者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

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优势和成就，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决策力和影响力， 对于中国未来的稳定

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生命力的不竭之源在于党卓越的治国理政能力。 胡里奥·里奥斯在分析中国共产

党建党百年经验成就时指出，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长寿秘方” 来自三个支撑点， 即一流的治理

效率和出色的处理复杂挑战的能力、 应对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的灵活调适能力以及高度重视治理

能力的提升④。 这三点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核心要素， 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

提升治理水平和能力， 成功带领国家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跨越， 并在经济、 科技、 教育

等多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 （Ｌｅｅ Ｈｅｅ Ｏｋ） 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秘

诀归为七点， 包括严格选拔培养优秀干部， 使领导干部队伍始终具备战斗力和向心力； 始终保持

危机意识， 以应对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和变局； 清醒认知中国国情， 让党在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更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无止境的学习意识， 使党的干部在探索创新中不断进步和提升； 海纳百

川的弹性姿态， 让党拥有不断融合新事物的灵活性， 在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时能够寻找解决问题的

最佳途径； 重视基层调查研究， 使党的决策制定更具现实性和有效性； 重视政策连贯性， 保障中

国共产党的治理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⑤。 这些秘诀不仅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

平， 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深层原因。 这些秘诀的实践不仅让中国共产党得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也为其他国家的政党等政治组织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和启示。
总的来说，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在过去 ７０ 多年来取得了突出成就， 创造了经济持

续高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的 “中国奇迹”。 海外学界认为， 中国之治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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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国际社会认为中共从严治党意志坚决意义重大》，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ｍｚｘｂ. ｃｏｍ. ｃｎ ／ ｃ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８ ／ １１１０１７４. ｓｈｔｍｌ。
《期待共同发展　 共创美好未来》，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８.
Ｘｕｌｉｏ Ｒíｏｓ，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ｙ ｌａ Ｇｏｂｅｒｎａｎｚａ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ａｒｅａｓ ／ ｓｉｓｔｅｍａ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 ｘｉ － ｊｉｎｐｉｎｇ － ｙ － ｌａ －

ｇｏｂｅｒｎａｎｚａ － ｃｈｉｎａ.
参见李熙玉： 《中国共产党生命力不竭之源》，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海外学者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述评

的领导①。 虽然也有一些海外学者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教条， 固执地认为中国发

展必须走经济市场化与政治 “民主化” 并行的道路。 然而， 中国的政治发展没有因袭政治现代化等

同于西式民主化的道路， 而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道路因其历史、 文化、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而异， 因此在遵

循现代化一般规律之上， 更要结合本国实际， 具有本国特色。 “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 适

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不能削足适履。”②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专家艾哈迈德·甘迪

勒 （Ａｈｍｅｄ Ｋａｎｄｉｌ） 认为， 中国用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

富强的道路， 而且是 “所有道路中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条”③。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深受鼓舞， 也吸引着国

际社会特别是广大政党人士和智库学者由 “向西看” 转为 “向东看”。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

（Ｄａｎｉｅｌ Ｏｒｔｅｇａ） 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极大鼓舞了包括尼加拉瓜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自主探

索发展道路， 尼加拉瓜希望从中国式现代化中汲取力量和经验④。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与国

际研究所主任马科斯·皮雷斯 （Ｍａｒｃｏｓ Ｃｏｒｄｅｉｒｏ Ｐｉｒｅｓ） 强调， 中国共产党不仅为满足中国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同时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致力于为各国人民改善生活创造机遇，
期待中国继续与各国分享发展经验⑤。

“世界那么大， 问题那么多， 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 看到中国方案， 中国不能缺

席。”⑥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 洞察世界发展大势， 准确把握

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这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独立自主开辟出来的适合

自己的道路， 不仅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盾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 元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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