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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党研究中心” 成立
暨世界政党研究理论研讨会综述

吴　 磊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４—５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发起

成立的 “世界政党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暨世界政党研究理论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ꎬ 来自世界 ８ 个国

家及国内有关部门、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 专家学者、 媒体人士等 ８０ 余人参加会议ꎮ 中国社会科学

院党组成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ꎬ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ꎬ 山东省

政协副主席、 山东社科院党委书记唐洲雁出席大会并致辞ꎬ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韶兴和山

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崔桂田主持了 “世界政党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和学者主题发言ꎮ
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凸显中国政党制度优越性

姜辉通过 “西方之乱” 与 “中国之治” 的对比ꎬ 提出三个观点: 一是西方政党制度由盛变衰ꎮ
在近代政治发展过程中ꎬ 源于西方国家的多样化政党制度ꎬ 曾有效取代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宗

教制度ꎬ 在推进政权更迭、 国家与社会治理、 利益表达、 精英遴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促进了

人类政治文明的大幅提升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西方政党凝聚力下降、 组织萎缩、 社会功能弱化、 国家治

理乏力ꎬ 导致政治激化、 政党退化、 政府停摆等弊端ꎬ 无效和衰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政党的显著趋

势ꎮ 西方政党制度的危机ꎬ 也使西方政党政治是 “现代民主精髓” 的神话逐渐破灭ꎮ 二是中国政党

制度彰显新活力、 新前景ꎮ 在 “东升西降” 的大背景下ꎬ “西方之乱” 与 “中国之治” 形成鲜明对

比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发表重要讲话ꎬ 提出了 “新型

政党制度” 的重大政治论断ꎮ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ꎬ 不断发

展完善中国政党制度ꎬ 不断开创制度自信的新时代ꎮ 三是加强世界政党制度研究ꎬ 突破西方中心主

义的理论话语ꎬ 增强我国政党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ꎮ 在国际社会上ꎬ 西方国家长期把持着政

党制度理论的话语权ꎮ 他们常常 “把投票选举简单等同于民主ꎬ 把政党竞争简单等同于政治”ꎬ 并

以此来攻击中国的政党制度ꎮ 加强对世界政党制度的研究ꎬ 能够有效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话语ꎬ
提升中国理论话语的软实力ꎬ 有效增强我国政党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ꎮ

唐洲雁着重从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世界意义出发指出ꎬ 新中国 ７０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

的发展历程证明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意味

着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低潮ꎬ 这次金融危机既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重大挑战ꎬ 也对世界社会主义

的发展带来困难和挑战ꎮ 在西方世界迟迟没有交出应对危机的满意答卷之时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却越走越宽广ꎬ 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增强了信心ꎬ 看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美好前

景ꎮ 中国道路成功的背后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成功ꎬ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不屈不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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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 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本国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而实现的ꎮ
意大利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 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

取得了显著成绩ꎬ 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ꎬ 在世界上给社会主义

道路指明了方向ꎮ 取得这些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ꎬ 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ꎬ 中国共产党能够把

中国人民凝聚和联合起来ꎬ 凝聚中国人民的智慧ꎬ 齐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 化解社会矛盾ꎮ 中国向

世界证明ꎬ 她不会按照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发展ꎬ 而是创造出自己的发展方式和增长

方式ꎬ 并试图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谋福利ꎮ 与之不同ꎬ 现在的欧洲遇到了社会、 经济、
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挑战ꎬ 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西方政党应当审视在发展过程中犯下的错误并从中汲取

教训ꎮ 对此ꎬ 中国模式显然应该得到重视与关注ꎮ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圣彼得堡分部海军部区第一书记安德烈维克托洛维奇别利亚科夫也认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具有世界意义ꎬ 表明社会主义没有被战胜ꎬ 相反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方案ꎻ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独特优势ꎬ 可以非常高效地回应时代的需求ꎬ 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

大成就的基础ꎮ
总体而言ꎬ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事实及其对世界的积极影

响达成高度共识ꎬ 认为这是中国政党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ꎮ
２. 互相借鉴、 加强合作ꎬ 推动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姜辉指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我们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对世界政党研究

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２０１９ 年是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ꎬ 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 ７０ 周年ꎬ 中国共产党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全

面、 系统的部署ꎬ 也对新时代政党制度建设和政党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ꎬ 其中对各国政党特别是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比较研究、 互相借鉴经验是一个重要课题ꎮ 目前ꎬ 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世界上

１４０ 多个国家的 ４００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交流合作与友好联系ꎮ 面向未来ꎬ 中国

共产党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朋友圈ꎬ 分享治党治国经验ꎬ 增进文明交流对话ꎬ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ꎬ 将始终坚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ꎬ 不忘初心ꎬ 继续探索ꎬ 加强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的交流合作ꎬ 凝聚共识ꎬ 致力于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ꎮ
唐洲雁从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与时代意义的角度指出ꎬ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马克思主义与

科学社会主义在 ２１ 世纪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ꎬ 绘就了 ２１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篇章ꎮ ２０１７
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ꎬ 多达 １２０ 多个国家、 ２００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

的领导人参会ꎬ 创造了全球政党会议出席人数最多的纪录ꎬ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巨大成功促使全世界

都想解读、 借鉴这一经验ꎬ 特别是在政党制度与政党建设方面ꎬ 中国共产党如何以党的自身建设推

动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与建设、 不断以自身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经验ꎮ
安德烈卡托内则从当代东西方社会主义新探索、 新实践的对比出发ꎬ 指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

展不是一蹴而就的ꎬ 而是充满了艰难的过程ꎬ 必须通过不同模式、 不同层面的交流来促进社会主义

在不同国家的发展ꎮ 当前ꎬ 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共产主义的政党组织和团体ꎬ 也开启了探索西

方社会主义的新征程ꎬ 而当前的社会主义不仅在中国ꎬ 还在古巴、 越南、 朝鲜、 老挝等国家都取得

了一些新的经验和成就ꎮ 应当抓住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历史机遇ꎬ 共同推进各国共产党的交流合作以

及世界各地工人团体的团结和交流ꎬ 促进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ꎮ
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文德从本国经验出发指出ꎬ 越南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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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行性ꎬ 市场经济在真实的、 有利的条件下进行ꎬ 就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国民

经济的发展ꎮ 越南模式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本国最主要的经济发展特征ꎬ 它坚持越南共产党的领导ꎬ
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ꎮ 同时ꎬ 在探索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ꎬ 越南共产党非常重视加

强自身建设和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方式的转变ꎬ 以促进越南政党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发展完善ꎮ 越南经

验实际上也是对 “中国之治” 模式的侧面肯定ꎮ
前民主德国总理、 德国左翼党名誉主席汉斯莫德罗指出ꎬ 当今欧洲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反

对似乎呈现出上升趋势ꎬ 而欧洲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在思考和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ꎬ 在思考和

考虑社会主义改革和革新的时候ꎬ 存在一种不够自信的现象ꎮ 对此ꎬ 他认为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来的成就为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可能性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背景下ꎬ 欧洲社会主义者也应该有新理念ꎬ 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未来进行反思和展望ꎬ 以更加

深入的观点、 更加急迫的意愿来思考并付诸行动ꎮ 他强调ꎬ 应该与马克思一起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即各国

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应加强交流合作ꎬ 互相借鉴经验ꎬ 求同存异ꎬ 并肩战斗ꎬ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

为基础为未来定向ꎬ 目标是创造性地发展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ꎮ
３. 会议达成的主要共识

与会专家学者结合本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ꎬ 就如何加强对当代世界各国政党及其发展现状、
趋势、 特点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ꎬ 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ꎮ

一是给予 “世界政党研究中心” 的成立以高度评价ꎮ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ꎬ 这是拓展世界政党

研究的学术交流、 协同攻关ꎬ 充分发挥各自的研究专长和优势ꎬ 致力于政党研究的学科化、 学术化、
学理化的重要创新实践ꎮ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讲ꎬ 其成立对于山东大学政党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ꎬ 必将成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加强学科建设、 提升国际化水平、 实现全

面发展的新契机ꎮ 从智库建设角度讲ꎬ 在西方世界因其政党制度和治理模式存在致命缺陷而导致旧

病复发、 资本主义陷入困境的国际背景下ꎬ 在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 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 “中国之治” 向 “大国之治” “强国之治” 迈进的国内背景下ꎬ 在新

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之际ꎬ “世界政党研究中心” 的成立将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山

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加强对世界各国政党制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ꎬ 加强对政党制度与政党发

展及其执政规律的研究ꎬ 打造特色优势明显、 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党理论研究中心、 人才培

养中心、 文献储备中心和智库咨政中心的重要依托ꎮ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与会者一致认可ꎮ 在西方失序导致的混乱增加、 不

确定性提升的世界中ꎬ “中国之治” 显得格外醒目ꎮ 与会者指出ꎬ 中国的治理模式成功的基础和重

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ꎮ 在更大的意义上ꎬ 中国的治理模式的成功提

升了混乱世界的相对稳定性ꎬ 并且为其他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替代性选择ꎬ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就是将 “中国之治” 与世界未来相连接ꎬ 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繁

荣融为一体ꎮ
本次会议的召开ꎬ 对于深入推进世界政党研究ꎬ 总结世界政党建设经验ꎬ 加强合作交流起到重

要作用ꎬ 对于在政党政治层面宣传解读 “中国之治” 具有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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