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履责难题与中国方案

[摘 要] 政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主体，担负着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

作和完善治理的责任。然而，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普遍面临着履

责难题，具体表现为：中西方对政党责任的理解存在分歧，意识形态差异妨碍政党间交流与合作，全

球性平台机制缺乏使得政党力量难以凝聚，政党格局碎片化冲击政党国际合作稳定性，政党发展危机

削减政党责任的作为空间等。面对困境与难题，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提供

了实践可行的中国方案：一是要创新全球治理理念，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二是要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彰显负责任大党使命担当；三是要跨越意识形态藩篱，搭建全球性政党对话平台；四是要推进文

明交流互鉴，破解多元文明交往困局；五是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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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领导力量，不仅在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内政外交国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且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也被赋予独特地位，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交流互

鉴的重要力量。201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专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

责任”“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组织召开世界政党大会。这既是提升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实践主体的角色关注，也是对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担负责任的价值诉求，更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目前，在政党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承担何种责

任的问题上，还存在着理论研究不足，同时国外一些政党的实践积极性也相对较弱，而实现世界政党

携手共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美好期冀，迫切需要明确政

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责任与担当。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政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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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党在意识形态、代表阶级、政策方针、奋斗目标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衡量一个政

党是否具有责任担当的标准却是一致的，主要看其对谁负责、负什么责以及如何负责[1]

11

。当前，世界各主要政党在应担负何种国际责任的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人类

有效解决共同面临问题的难度。因此，亟待在全球治理中将政党找回来，让政党担负责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政党应该担负引领方向、凝聚共识、

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和完善治理的责任，这是对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担负责任的深刻总结

。

1. 引领前进方向，确立价值目标。政党价值观反映各政党所在国家的政治生态、精神风貌与评价尺度

，具有特定的价值导向功能，它既可以统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价值目标，引导全社会“合价值”行

为的出现，也可以约束和规范不良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等“反价值”行为。政党价值导向不仅要突出所

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还应该强调价值内容的可通约性。如果某一政党在执政条件下“只是

强调自身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忽视其他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忽视人类共同利益，必然会陷入

价值导向的‘阶级私利’泥潭”[2]

139

。因此，政党有责任用“为多数人谋福祉”的价值观引领国际、国内潮流，树立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宏

大格局和宽广胸怀，以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能够接受的“共同价值”为依托，引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

大问题，成为增进人民福祉的引领者和推动人类进步的探索者。

2. 凝聚广泛共识，当好桥梁纽带。政党不仅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还发挥着联通国际社会的纽带

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愈加密切，政党跃升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主体，党际关系

由此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方面，政党外

交能有效统筹协调政府外交、议会外交、民间外交的互动与对话，为更广泛的世界交往创造便捷条件

；另一方面，政党能联系更为广泛的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助推更为多元、深入的国际关系和组织网

络构建，实现国内和国际空间的有效对接。可以说，政党和政党国际组织日益成为新型的国际关系行

为主体和其他一些国际行为主体开展利益表达和政治诉求的重要渠道，政党间的相互关系及互信程度

不仅关乎本国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3]

165

。因此，不同国家的政党有责任凝聚共识、增进互信，最大限度地削减政党共识危机的消极影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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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3. 主动担当作为，协同内外发展。伴随政党政治的蓬勃发展，各国主流政党越来越成为本国内外战略

调整的主导者、规划者与助推者。政党不但能够围绕社会民生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保证政策法案的科

学性，而且能够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行为，调动社会各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以实际行动推进国内外发

展。可以说，作为各国社会中最活跃的政治载体，政党不仅主导一国内政，也影响一国外交，并通过

外交政策的传感作用牵动着国际政治。这就要求政党应确立起较强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主动担负

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自觉做本国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顶层设计者、多元利

益的整合者和社会共识的凝聚者、先进理论的创造者和思想舆论的引导者、道德规范的表率者和政治

伦理的践行者，在引领国内外发展中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4. 加强政党合作，深化交流互鉴。在全球治理体系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强化国家主体之间的党际

对话和互动，是调节国际关系、缓和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路径。在世界政党史上，党际交

往更多表现为一对一的双边交往和双向交流，政党间的多边交往尽管也存在，但更多体现在同质政党

之间，这种交往模式不利于世界共同问题的解决。这就要求政党功能在性质上实现从隔阂向对话的转

变，在形式上实现从分散向合作的扩展，将政党在国内的组织优势充分延伸到国际层面，以政党外交

的柔性功能弥补刚性政府外交的弱点和不足，开拓出人类文明对话的多元组织性渠道。实践表明，深

化世界各政党间的理念互鉴和交流合作，有利于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面对刻不容

缓的全球治理需求和多样的全球性问题，政党有责任跨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组织心态和行为方式

等方面的分歧和差异，超越具体领域和区域合作的政治局限，本着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命运负责的态度

，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互助合作。

5. 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政策建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明显的“西方中

心主义”色彩和西方国家利益导向，非国家行为体与非西方国家在治理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远远不

如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建立在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决策模式已无法适应新

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格局的转变使得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各国政党间的频繁互动跃升

为当代国际政治的新特征。一方面，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刻不容缓的全球治理诉求，政党有

必要超越具体领域和区域合作的政治局限，以负责任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提出全球治理的创新

理念和主张，为建立更加平衡的国际力量对比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另一方面，

面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及责任缺位带来的器物、

制度和理念层面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的现状，政党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角色有责任发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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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全球治理主体的独特作用，在增进政府沟通、促进友好交流、缓和国家矛盾以及强化政治互信

等方面积极作为，为国家间的协商对话和全球性问题的共同解决提供更多样的路径选择。

二、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履责难题

政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责任担当得到国际社

会的普遍赞赏和广泛认同。但是，世界上不少政党长期只专注于国内事务而忽视国际事务，不仅缺失

全球高度的世界视野，更缺乏主动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行动，由此带来了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的履责难题。

1. 中西方对政党责任的理解存在分歧。“现代西方国家政党的主要类型可称为竞争型政党，而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主要类型可称为使命型政党”[4]

45

。西方经典政党理论虽然将国家利益或者公众利益视作政党追求的主要目标，但在西方各国的政治实

践中，政党功能却不自觉地走向了庸俗化。西方政党“日益蜕化为党派利益超越国家利益格局下的以由

选举实现职位分配、由资本调和党派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矛盾为主要诉求的竞争性功能组织”[4]

41

。这使得西方一些政党缺乏责任意识，而把主要精力聚焦于政策差异和党派利益差异上，最终导致党

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公民权利和集体利益之上。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使命责任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精神旗帜的显著标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将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和切实履行

政治责任视为组织激励和行为动力的根本源泉”[5]

72

，不仅承担起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的使命，还将政党的人民责任与人类责任统一起来，将政党国际责

任视为政党责任的重要构成部分。竞争型政党与使命型政党对政党责任的不同理解，带来了其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不同表现，也影响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政党合力的发挥。

2. 意识形态差异阻碍政党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政治理念

及价值观的集中反映，是政党的旗帜与灵魂。正是根据意识形态标准，“世界政党才划分为共产主义政

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保守主义政党、自由主义政党、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宗教

主义政党等多种类别”[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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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党的意识形态性相对，全球性问题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超越意识形态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正是以“超越意识形态藩篱、超越社会制度对立、超越发展水平差异为前提，强调建设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7]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意识形态要求和政党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差

异就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尽管不同政党对平等、安全、繁荣等理想目标的向往和追求有相同

之处，但政党意识形态缺乏包容、弹性空间不足等局限，必然会制约政党交往对象、内容和形式的选

择，带来政党在凝聚共识、加强合作等方面的责任难题。

3. 全球性平台机制缺乏使得政党力量难以凝聚。在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渐趋紧密，各国国

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政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分量逐步加重。一方面，政党可

以通过执政、参政、社会动员及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等方式影响或牵制国家的对外决策，继而影响国际

关系的走向；另一方面，政党还可以提供和创造灵活的党际关系沟通渠道，发挥国家关系助推器的作

用。尽管政党拥有自主性权能，然而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却又缺乏强有力的平台机制支撑，以致政党

行为更多停留在对话与协商层面。尽管全球化时代一些意识形态相似的政党加快了联盟与合作的步伐

，如欧洲社会党、欧洲左翼党、欧洲绿党等跨区域性政党组织的建立，但全球性政党交流、分享、沟

通的平台尚处于构想阶段，这极大制约了各国政党在增进相互理解、交流治国经验、稳定国家关系及

推动务实合作方面的责任履行与担当作为。为推进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责任落实，实现有

效整合政党力量的目的，搭建全球性政党多元对话平台显得极为迫切。

4. 政党格局碎片化冲击政党国际合作稳定性。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生态混杂无序、

派系分化局面进一步加剧，主流政党思想混乱、力量下滑、风光不再，而由非政府组织演变而成的新

型政党和边缘政党迅速崛起。除欧洲各国日趋明显的政党碎片化趋势之外，印度、泰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都显示出政党无序分割境况。究其根源，在于“经济增长低迷、贫富差距扩大、

暴恐事件频发和身份认同缺失。在这些问题面前，传统主流政党束手无策，引发民众的失望和不满，

转而把选票投给非主流政党，催生政党碎片化”[8]

。倘若政党格局持续游离分化，就会导致数量繁多、立场极化的小党互不合作、相互拆台、政府频繁

更迭，严重威胁世界政党政治正常发展秩序，冲击政党国际合作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政党格局碎片

化还使得西方国家政党博弈日益复杂和尖锐，加剧了不同政党力量间的此消彼长，造成一些政党过多

局限于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竞逐，而忽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5. 政党发展危机削减政党责任的作为空间。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政党关系是人类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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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的内在价值诉求。建立这种新型政党关系是对传统政党间关系的全方位创新，指向一种政党关系

的新形态，要求党内治理达到“善治”的状态，并以此促进党内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

。但是，西方一些政党正普遍遭遇凝聚力日益下降、组织渐趋萎缩、政党社会功能不足、治国理政乏

力等发展危机，一些大党、老党在面对危机时不仅无力应对，反而深陷泥潭无法自拔。导致危机出现

的原因主要有“政党理念缺乏感召力和吸引力；政党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与民主政治精神相违，难以得

到大众支持；政党的结构-功能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政党缺乏必要的组织生存条件和运作资源；政党

腐败导致政治生命力耗竭”[9]

18

。这些缺陷和问题使得陷入危机中本就无暇兼顾自身发展以外其他问题的政党，逐步陷入日趋衰微的

境地，从而削减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为空间。

三、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责任担当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清晰的历史定位，它属于一种使命型的现代政党。作为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存在本质的区别，尤其是在责任履行方面展现出不

一样的大党风范，体现出对国家、民族、人民、政党和世界的多重担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倡议正是对世界演变大势和时代发展任务进行科学研判的智慧结晶，也是在新时代召唤下

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新和发展。

1. 创新全球治理理念，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崇高政治理想和远大发展目标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自诞生以来就致力于建构一个“超越资本主宰、发挥多方合力、及时回应需求、

公正分配利益、反映民心民

意、实现人类解放的人类社会政治发展新形态”[10]

。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向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

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在当代的伟大发展，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赋予国际

关系和全球治理以新的价值理念，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共同繁荣的文明发展新路。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始终坚持“以相互尊重取代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以

公平正义取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合作共赢取代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以开放包容取代优胜劣汰

的文明冲突，以绿色发展取代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以共建共享取代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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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重塑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

序提供了全新选择。

2.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彰显负责任大党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求美好生活的先进

政党，也是为全人类共同福祉而奋斗的现代政党，党自诞生起，就把造福全人类作为初心和使命的重

要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一个负责任大国执政党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其承担

国际责任的范式也完成了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不遗余力、倾囊相助”、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再到“命运与共、团结合作”的转换[12]

289

。尽管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承担国际责任的方式不一样，但积极主动担责的姿态未曾改变。从全球发

展格局和政治战略高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责任的现实表现就是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

者、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始终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现实关切与时代命题，为世

界树立标杆与楷模。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第一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随后又陆

续体现在联合国多份不同层面决议和文件中，这些都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召力和中国共产党的

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胸怀、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日益影响世界。

3. 跨越意识形态藩篱，搭建全球性政党对话平台。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化解全球性挑战的必然要求[13]。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

风险挑战，西方一些政党不但无力应对国内外危机挑战，还深陷认同感削弱、忠诚度降低、投票率下

降等内源性危机，遭遇“人民”话语与“去人民化”实践的难解悖论，不时做出一些损害本国和世界人民

共同利益的行为，极大地违背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摒

弃政客私利、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与不同社会制度差异性的基础上，为不同

国家、民族、政党、社会描绘的共同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指引下，中

国共产党致力于打破阶级、阶层与意识形态的藩篱，摒弃零和博弈的逻辑，致力于与世界各政党组织

构建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致力于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

流合作网络。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在

国际舞台上充当着伙伴关系的推动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促进者、文明互鉴的践行者、

生态环境的守护者等复合角色。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搭建全球性政党高层对话平台，聚焦“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等核心议题，与世

界政党共商大计、共话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许多政党纷纷响应相关政策主张，表达了愿同

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幸福世界的期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了广泛的政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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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破解多元文明交往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外交活动中强调，“文明交

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动力”[14]

。作为一种超越“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单一论”的新型文明观和共建人类文明新秩序的现实方

案，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基于单一民族或国家利益的狭隘

视角[15]

201

，回应了西方话语主导下的不同文明引发冲突的理论假设，揭穿了个别国家以“文明冲突”为借口掩饰

国际矛盾背后利益争夺的事实[16]

43

，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为世界历史叙事构筑了全新的表达方式。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不

仅是口号，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提出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的新型文明观。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推动亚洲各国各地区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互鉴，而且为

世界多元文明碰撞与融合创造了崭新的大平台。

5.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深受资本逻辑和

权力政治的驱使，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规则、治理价值等层面日益暴露出违背世界历史发展

规律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内在缺陷”[17]

163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首次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得到国

际社会普遍肯定和认同。此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多个重要场合被提及，成为展现中国共产党责

任担当的重要窗口。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出发，旨

在消解‘普世价值’对全球治理体系价值形态的‘畸形’统一，从而以真正代表各方共同利益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18]

140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动

引领方向和凝聚共识，助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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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精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全球

治理的路径措施，包括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建

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发起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等。这是中国共产党为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

难以孤立、静止、机械地回应和解决自身发展中的矛盾问题。实践证明，只有把国家主体融入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把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作为安

身立命的根本，并致力于推动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倡导者、引领者、贡献者和先行者。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担当，还需要世界各政党携起手来共同担责，在国内国际大局互动中实现政党责任的有效延伸。面对

政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履责难题，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表现和责任担当为世界政党树立了榜样

，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主动担责，从

而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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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Parties' Responsibility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hina's Plan

LUAN Xinchao

Abstract: Political parties are important subjects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leading the direction, building consensus, promoting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However, in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olitical parties generally face difficulties in fulfilli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 diverg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lead to different

views on responsibility,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impede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the lack of global platforms and mechanisms make it difficult for political

parties to condens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landscape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crisis of party development reduces the

space for political party responsibilities, etc.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and dilemm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initiativ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provided practical and feasible Chinese solutions. The first is to innovate

th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build a fair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second

is to play an exemplary and leading role and demonstrate the mission of a responsible large party;

the third is to cross ideological barriers and build a dialogue platform for global political parties;

the fourth is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and break the dilemma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ple civilizations; finally, carry forward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responsibility; missionary party;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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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party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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