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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者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和实践研究

禚明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 研究的着力

点主要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影响、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共同富裕等问题。 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总体上带有非系统性、政策性

和意识形态性等特点。 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在不断壮大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上，通过正面宣传，有组织、
有策略地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和话语风向转变，增强文化软实力；着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和国际认同；广泛开展中外学术对话，积极引导国际学术界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带一路”；意识形态；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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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随着我国全球影响力和国际话语

权的逐渐提升，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制度等成为海外学界、智库等关注的焦点问题。 正如俄罗斯人

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所指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中华文明给世界其他地

区的伟大礼物之一。” ［１］在此背景下，海外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视角、学术背景、研究领域出发，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 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掌握

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和领域，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进程所处的国际舆论生态环境。 本文拟对海外学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着力

点、代表性观点等问题进行综述，进而总结出海外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以及带给我们的几点重要启示。



一、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当前，基于政治立场和立足点的不同，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与思考也呈现出

积极与消极的两种评价。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一带一

路”倡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及其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共同富裕等问题。

（一）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研究

海外学者们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观和中国责任论，具有全球意义。 在

海外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有效连接，是一种中国通过为世界发展作

出贡献而引领全球发展的崭新模式，由此所产生的世界意义不能被低估。 捷克科学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

任胡北思（Ｍａｒｅｋ Ｈｒｕｂｅｃ） ［２］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开启了“全球化 ２． ０”的序

幕。 他认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由英美等国开启的第一个版本的全球化进程目前正在运行中，不仅

带来了世界各国的全球性互动，同时也引发了局部性的战争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而近些年，中国政府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模式，即“一带一路”倡议。 这一倡议不仅仅是对 ２００８ 年以来全球金融和财政

危机的回应，更是基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和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的实践而提出

的。 他认为，这一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治理和未来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色列耶

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伊扎克·施克（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ｈｉｃｈｏｒ） ［３］指出，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

仅是对西方国家全球治理格局的独特贡献，对欠发达国家也意义重大。
海外学者们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主张”。 许多海外学者指出，“一带一路”

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方案，本身带有和平发展的属性，将助推全球的多极化发展进

程。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学者卡利姆·西迪基（Ｋａｌｉｍ Ｓｉｄｄｉｑｕｉ） ［４］ 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

将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他指出，这不仅是一个加强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区域经济项目，而且将

对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合作产生更广泛的全球影响。 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功实施，那么人类历

史从单极世界向日益多极化世界的转变进程将加速。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 ３０ 年》一书的作者罗

伯特·库恩认为，“中国一直致力于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和经济实力相符的基础设施方面，它比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经验。 因此，中国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完美人选，这一倡议也将让全世界受

益” ［５］。
海外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 当然有学者也

强调了外交政策的朴素原理：一切国家外交政策必然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重。 如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的罗伯特·塔玛·利辛格（Ｒｏｂｅｒｔ Ｔａｍａ Ｌｉｓｉｎｇｅ）指出，２０１３ 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

国新外交政策的核心，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趋崛起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实力。 这一多层次的、互联

互通的大战略服务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经济利益［６］。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满足

中国自身发展，尤其是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的。 但是，满足自身的国家战略利益与引领

世界经济复兴、带动整个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间并不矛盾。 正如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主席兼

创始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所指出的：“所有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可以共享中国巨大的发展成果。
我想，这解释了为何中国模式如此吸引其他国家，为何各国这么热情地参与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模式的原

因所在。” ［７］事实证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具体实施的确给许多国家带来了难得的“福利”，让许

多国家受益。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许多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的不利背景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ｃｌｇｓｋ． ｑｋｓ． ｃｑｕｔ． ｅｄｕ． ｃｎ



务部的介绍，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实现较快增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８１. ２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９． ４％ 。 这既是中国企业和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克服疫情影响的结果，也对沿线国家恢

复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８］。 ２０２１ 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为 ２５％左右，是

引领世界经济恢复的主要力量［９］。
当然，从消极方面来看，国际上批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杂音还是一直存在的。 综合海外相关研

究文献和新闻报道，国际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有 ６ 个方面的误解：第一，“严重依赖中国症”，认
为沿线国家会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丧失了主权和独立性。 第二，“中国大量获益论”，认为中国在此

过程中会获得最大利益，影响其他参与国利益的实现。 第三，“可持续发展目标缺乏论”，认为中国只顾

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对沿线国家长远规划的投入。 第四，“债务陷阱论”，认为中国会通过大量对外

贷款，胁迫他国政治，干涉别国内政。 第五，“滋生腐败论”，宣传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会导致当地国政

府的腐败行为。 第六，“军事目的论”，认为中国将沿线投资的项目用途转变为军事目的。 这些反面评价

在西方主要媒体的渲染下，对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

响。 对于这些误解，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驳斥和澄清。 实际上，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主张和倡议

的上述质疑和误解已经遭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抵制。 可以说，这些误解主要是由少数发达国家杜

撰和渲染的，时至今日，西方一些国家依然固守冷战式思维和国强必霸的机械式逻辑，利用其长期掌握的

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舆论上进行刻意渲染、诋毁中国形象和中国主张，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绑架国际舆

论，压制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上升为全球共识，进而限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阻碍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事业。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创的全球化进程在带动人类社会生产力

进步的同时，也给全球发展带来了发展不平衡、全球性和局部战争频发、地区种族及民族和宗教的尖锐矛

盾等。 寄期望一种更加公平、更加普惠、更加和平的全球化，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

追求。 事实上，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愿

意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顺风车”。 近年来，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成立亚投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等主张也越来越深得人心。
（二）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研究

长期来看，西方一些学者往往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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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而一些实事求是的海外学者对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制度进行了

正当性辩护。 例如，法国学者福佩吉就曾撰文指出，法国学界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存在

误解。 他指出，民主不是中立的，而是与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性质直接相关的。 中国的民主

体制在发展方向、未来目标和性质上更加具有民主性。 在他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通向共

产主义的过渡形式。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全面的民主［１１］。 西班牙学者恩里克·凡胡尔认

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渐进式的民主化进程。 他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民主过渡

已经开始了。 但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民主过渡不会出现明显的断裂点”，
“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公民自由和参与程度也将逐步推进。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发现中国

终于可以被看作民主社会了” ［１２］。
可以说，这两种认识总体上符合事实。 但在具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过程中，仍然有部

分海外学者对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权力交接和更替等进行主观臆想的“演绎式”“杜撰式”解读。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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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章和观点误导了海外读者，干扰了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正确判断。
实际上，我们当前所从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目标之一，我们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现阶段从事一切工

作的强大指引。 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不是人类历史的唯一选项，中国人民基于历史经验和基本国情所选择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它真正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不断完善发展的内生动力。 长期以来，基于政治立场的差异，西方一些学者这样那样

的误解和偏见广泛存在于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智库及研究报告中。 通过分析来看，他们或者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势和进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是“正话反说”“混淆视听”，抑或是压根不

理解中国却故步自封地以所谓“西方民主标准”来搞“一刀切”。
（三）海外学者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影响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努力下，我们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两大奇迹”，既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

定。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７８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仅为 １． １％ ［１３］。 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的消息，

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３９％ ［１４］。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

经连续 １４ 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前所未

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民族复兴

的能力和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今天，在中美关系紧张、“新冷战论” “轻冷战论”
“中美脱钩论”等言论粉墨登场的特殊背景下，当今全球治理似乎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 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治理究竟将走向何方？ 中国将承担什么样的

角色？
海外学者纷纷指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时代”也已经来临。 海外学者普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

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和国际社会。 国外部分学者指出，近些年来，中国承担起引领全球治理

模式变革、国际组织改革的角色，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医疗救助，提
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明中国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甚至将引领未来的全球治理。 美国詹姆

士麦迪逊大学政治学教授伊·爱德华·扬（Ｙｉ Ｅｄｗａｒｄ Ｙａｎｇ）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政的中国不仅继

续塑造了中国政府的国际话语权，而且还提出了新的国际战略话语，力图重塑全球治理体系。 这方面的

工作主要体现在 ３ 个领域：气候变化、人权和互联网治理［１５］。

（四）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长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往往离

不开分析和跟踪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进展。 在海外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报告

和政策建议数量庞大，汗牛充栋。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宣传

和意识形态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措施，这更引起了众多海外学者的关注。
他们不仅关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与之前有何不同，也关注这一工作有什么样的新趋势。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重要成果。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美国

《中国政治学刊》出版专刊，研究“习近平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 在专刊文章中，捷克科学院研

究员林昂（Ｏｎｄｒ̌ｅｊ Ｋｌｉｍｅš）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副教授马利楚（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Ｍａｒｉｎｅｌｌｉ）共同撰文指出，自 １９７８
年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和政治话语一直在中国政治制度中发挥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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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第一任期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等一系列崭新的意识形态话语［１６］，是中国共产

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创新成果。 但是，他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并没有出现范式上的转

变，大部分是对毛泽东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和政治话语的全面重申和创新，
主要目的还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１６］。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撰文指出：“自 ２０１２ 年底以

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用铁腕纪律和民族主义使命感为该党重新注入活力，遏制令中共领导人担心可

能削弱其执政合法性的腐败和不良官僚作风。” ［１７］

海外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建构新时代的意识形态阵地。 有海外学者

指出，中国是文明古国，拥有璀璨的古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

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他们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和

强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英国伦敦国王

学院中国研究院博士亚历山德拉·库巴特（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ａ Ｋｕｂａｔ） ［１８］ 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应用到中

国共产党的理论建构和意识形态工作、国家治理模式和干部绩效考核等领域。
海外学者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意义。 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一重大变化，海外学者尤为

关注，发表了许多阐释性文章。 海外学者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并写入党

章是习近平执政第一任期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政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英国牛津大学博士菲

尔·恩特威斯尔（Ｐｈｉｌ 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 ［１９］就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党的队伍中可能出现的

“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的现象，就决定改变这种情况，开始加强对队伍的

管理、更新换代和意识形态工作，首先是在党的干部范围以内，进而拓展到国家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就是这些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五）海外学者对中国共同富裕的研究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

件。 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２０］随后，“共同富裕”再次引发海外学者的关注和热

议，尤其是得到欧美国家相关学者、智库研究人员、记者等社会群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著文立说，向国

际学界阐释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１． “共同富裕”概念的演变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７ 日，美国学者大卫·班达尔斯基（Ｄａｖｉｄ Ｂａｎｄｕｒｓｋｉ） ［２１］ 在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上发表

《共同富裕史》（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作者“借助中国官方文献追溯了中国提出共同富裕的时

间线，进而分析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共产党话语史中的演变” ［２２］。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共同富裕”在中

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不同时代其内涵的解释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

化。 海外学者们认为，对于“共同富裕”内涵的初次界定起源于毛泽东时代。 学者们指出“共同富裕”最
早出现在毛泽东时代［２１］，１９５３ 年首次出现在党报《人民日报》的头条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共同

富裕的道路” ［２１］。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共同富裕”的内涵解释首次发生转变，被解释为适应 １９８０ 年代

改革开发的时代要求，即邓小平所强调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海外学者们指出，习近平新时代

“共同富裕”的内涵再次发生变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新的“主要社会矛盾”的一个关键选择。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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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新时代“共同富

裕”的内涵是什么呢？ 许多欧美学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学者保罗·萨拉查（Ｐａｕｌｏ Ｓａｌａｚａｒ）的观点较

有代表性，他在《中国共同富裕：旧观念的新含义》一文中指出：“共同富裕的本质不是平均主义，而是通

过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和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改善再分配机制和缩小收入不平等来改善人口的整体

福祉。” ［２３］

２． “共同富裕”主张有着丰厚的儒家文化基因

“共同富裕”这一理念将指导中国高质量发展。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高级讲

师、《新南方经济学》（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主编劳伦·约翰斯顿（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发表在《日本经济新

闻》的一篇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着丰厚的儒家文化基

因，未来这一理念将指导中国高质量发展，从时间跨度上将持续到 ２１ 世纪中叶［２４］。

二、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

总体上看，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认识成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有

一些观点和论据有失严谨，缺乏现实的考察，主要原因或者局限于获取材料渠道的有限性，或者受困于政

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偏见，许多论点和阐释有悖事实，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误读现象。 海外学者对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总体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非系统性

综上所述，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注的兴趣点是非常广泛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比如，还有零星的研究成果

关注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足球发展［２５］、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２６］、军队改革、教育改革等其他问题。 但

是，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往往缺乏整体性或系统性，以及长期跟踪式的研究，如对

“四位一体”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等缺少系统研究的文章，呈现出

重实践、轻理论的缺陷，没有很好地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意义，没能阐明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等重大理论问题。
（二）政策性

从一些西方国家主流杂志的主编、编委和撰写队伍的构成来看，往往与政治呈现出高度融合的关联

性，成为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学术工具。 例如，著名的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大都兼具“学者”和“政
客”两种身份，履行着学术研究、决策咨询，甚至直接参与政府具体政策制定的多重职责。 例如：胡佛研究

所本身就是由美国第 ３１ 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创办的；现任所长赖斯曾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
国国务卿；彼得·贝尔科维奇目前是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但他从 ２０１９ 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

规划办公室主任；《中国领导层监测》第一任主编爱丽丝·米勒曾在美国海军研究生学校、美国中央情报

局工作过；撰稿作家柯庆生曾任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前副助理国务卿、容安澜曾任美国国务院政

策规划第一副主任和公共事务第一副助理国务卿，等等。
因此，海外学者的许多研究带有政策性研究的指向，是为西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服务的。 例如：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Ａｓｉ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高级研究员德克斯特·迪夫·罗

伯茨（Ｄｅｘｔｅｒ Ｔｉｆｆ Ｒｏｂｅｒｔｓ）的文章《什么是共同富裕，它将如何改变中国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本身就是美

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和安全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 总体上看，该报告认为中国实施共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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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对华盛顿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具有鲜明的政策性指向。 通过对共同富裕的研究，该报告向美国政

府提出了应对的政策建议，包括鼓励与中国公司和企业家保持合作、支持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社会团体、资
助与中国相关的奖学金等。

（三）意识形态性

海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部分海外学者按照集权主义、威权主义等西方固有

理论框架来解读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他们的文章中常常出现“垄断”“专制”“威权”等字眼，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各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置若罔闻。 例如，学者比约恩· 亚历山

大·杜本（Ｂｊöｒ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üｂｅｎ）就指出：“要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其政治制度必须

基于自由民主、法治和保护公民自由的原则。 这些在中国都没有。” ［２７］ 这一观点是西方学者从“威权主

义”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典型误读。 其背后的原因是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习惯于

用所谓“民主标准”来搞全球“一刀切”，隐藏的逻辑是：只要不符合“美式民主”原则，就不是“民主”制
度。 这一整套做法构成了美国经济和军事霸权基础上的“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即用自己的“政
治标准”或“思想意识”，来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甚至不惜采用武力手段粗暴干涉

他国内政。 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所指出的：“当前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将全部政治、经济和信息能力都动员起来，投入抹黑和削弱中国的行动中。” ［２８］

在学术研究中，西方学者必须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道路的“特殊性”和“独创性”，摆脱

“唯资本主义民主论”和资本主义媒体反面宣传的束缚，深刻反思资本主义民主道路本身的根本缺陷和

不足，真正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谛”所在，做出独立的、准确的、忠实的、经得起历史

考验的判断。

三、总结与启示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海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隶属于海外中共学的研究领域，具体来说是属于

“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外一批学者将“习近平新时代的

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和学术旨趣，包括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或者采取时事跟踪式的研究，或者进

行比较性的研究，或者采取从历史到当代的分析范式，取得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构成了海外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初步基础。 专著方面，例如凯瑞·布朗（Ｋｅｒｒｙ Ｂｒｏｗｎ）的《习近平的执

政之路》（２０２２ 年版）、季北慈（Ｂａｔｅｓ Ｇｉｌｌ）的《敢于斗争：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全球主张》（２０２２ 年版）、阿尔

弗雷德·Ｌ·陈（Ａｌｆｒｅｄ Ｌ． Ｃｈａｎ）的《习近平：政治生涯、治理与领导权 １９５３—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２ 年版）、托
尼·赛奇（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的《从反抗者到统治者：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２０２１ 年版）、克劳斯·穆尔哈恩

（Ｋｌａｕｓ Ｍüｈｌｈａｈｎ）的《中国的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 （２０２０ 年版）、伊丽莎白·伊科诺米（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的《第三次革命：习近平与中国新国家》（２０１８ 年版）、弗朗索瓦·布贡（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ｏｕｇｏｎ）的《习
近平的思想深处》（２０１８ 年版）、罗斯·特里尔（Ｒｏｓｓ Ｔｅｒｒｉｌｌ）的《大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国领导人的国际视

角》（２０１６ 年版）、玛诺拉扬·莫汉（Ｍａｎｏｒａｎｊａｎ Ｍｏｈａｎｔｙ）的《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２０１４ 年版），等等。 期刊论文方面的成果则更为丰富。 事实上，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作为一项崭新的研究课题，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开拓而不断丰富和

完善，通过近 １０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时代显学”。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为海外相关

研究提供了现实素材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系统总结

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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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走向复兴的理论，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的新时代中国与 ２１ 世纪的世界融为一体，中国的发展在造福本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

越来越大的贡献” ［２９］，为世界各国人士所关注。 正是在这一重要的时代背景下，虽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

足，但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采取批判的立

场，谨慎地看待他们的研究成果。
从现实工作实践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构建对

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

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
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３０］，同时号召全党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三大主题，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

中国主张，阐释好中国特色，做好外宣工作。 我们必须积极通过对国际舆论和话语体系的主动引导和建

构，为我国构建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创设良好友善的发展环境。 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在不断壮大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上，通过正面宣传，有组织、有策略地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

和话语风向转变，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３１］ 历史实践表明，国际

话语权是国际地位的外在呈现形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之策在于不断壮大国家的综合国力。 在此基

础上，通过系统设计和科学布局来掌握国际话语体系的制定权和引导能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

发展经济，壮大自身实力。 其次，要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捷克马萨克里大学社会研究院米哈尔·
弗莱格尔（Ｍｉｃｈａｌ Ｆｌｉｅｇｅｌ）和兹德内克·克里兹（Ｚｄｅｎｅ̌ｋ Ｋｒ̌íž）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撰文指出，北京正在通过多

种渠道“讲好中国故事”，搭建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 根据他们对软实力

指数的统计来看，中国的国家形象在非洲和南美比较正面，在亚洲的形象比较复杂，而在欧洲和北美的国

家形象分值较低［３２］。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西班牙学者费利克斯·巴尔迪维索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诗》
的文章中指出：“中共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将中国文化转化为自身软实力，以使其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更具吸引力。” ［３３］前提要打破西方话语体系霸权，修订“自由”“民主”“人权”等话语体系的国际制定权和

定义权，在国际社会上广泛呼吁摒弃“普世价值观”“资本市场万能论”“人权高于主权”等错误主张，反对

“新干涉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排外主义”等错误论

调，主张各国发展道路的自由选择权和国内政策自主制定权，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和话语风向转变。
进而通过推进政府外交和党际外交相结合、官方互动和民间交流相呼应、线下展示与网上宣传相配合，善
于利用国际互联网传播工具进行国家形象、政党形象、民族形象、人民形象、军队形象的宣传，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
第二，着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和国际认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的根本指针，是引领中国和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党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的最新总结，是指引全国人民不断取得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理论武器。 它不仅属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为建

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正确理念指引和原则指向，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得到世界越来越多民众的

关注、支持甚至期待。 鉴于此，我们必须把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和国际

８１ ｈｔｔｐ： ／ ／ ｃｌｇｓｋ． ｑｋｓ． ｃｑｕｔ． ｅｄｕ． ｃｎ



认同作为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传播体制机制，将推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传播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作为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大举措来推。
我们必须积极对国际舆论和话语体系进行主动引导和建构，通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海外传播，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 其次，不断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解决全球及地区性“难题”的能力，满足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赢得国际民众的广泛支

持。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与宣传新时代中国政府的

国际贡献结合起来，更多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价值和世界意义，尤其是解决

全球及地区性“难题”的能力。 这些难题包括反对美国霸凌主义行径和殖民主义遗毒、国际脱贫减贫事

业、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 再次，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新型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国际舞台上大力宣传和阐释，主动赢得国际舆论话语权。
大力宣传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西方话语体系霸权，修订“自由”“民主”等话语体系的美国定义权，在国

际社会上广泛呼吁摒弃“普世价值”“资本市场万能论”等错误主张和论调。 “以攻代守”，通过推进政府

外交和党际外交相结合、官方互动和民间交流相呼应、线下展示与网上宣传相配合，善于利用国际互联网

传播工具进行国家形象、政党形象、民族形象、人民形象、军队形象的宣传。 同时，要加大《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四卷本的海外宣传和出版力度，加快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化传播和推

介进程。
第三，广泛开展中外学术对话，积极引导国际学术界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点领域，努力

“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续写中国新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

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

根。” ［３４］由于国际上赞赏、支持和正面评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左翼专家学者不在少数，因此要严

格区分各国“政客”与“学者”，广交国际左翼学界“朋友圈”、扩大左翼学者“朋友群”，集中力量、发挥各

自优势，在国外主流左翼网站和国外共产党官网、期刊、报纸、左翼出版社上开设、创办“中国”专栏、专
刊、专题、专辑，引导国外学术界关心关注 １８４０ 年以来中华民族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历史，新中国

成立 ７０ 年来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的探索与实践，积极抢占国际学术话语阵地。 此外，要做好海外学术界

的信息搜集和整理工作，对涉华热点议题进行专题式回应和讲解。 加强对海外信息的动态分析和研判，
摆脱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局面，力争实现“信息均衡”，努力创造“信息优势”。 紧跟海

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与各国自身发展和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并根据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及
时进行专题式回应和讲解。 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既要打好“防守反击战”，又要积极筹划“进攻式”地主

动去答疑解惑，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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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禚明亮：海外学者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