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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宝贵经验

◇陈家刚 曲 政

一、坚持胸怀天下的核心要义与辉煌成就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

前途命运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

就树立了宏阔的世界视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

多次派出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等活动。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对外

交流，同外国人士开展诸多交往活动。新中国成立

初期，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世界和平和人类

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

了“三个世界”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断。改革

开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拓展对外关系，坚定不移走改革

开放之路。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

进步的一边

从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构成了促进人类

发展进步的正义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渐融入

国际社会与世界体系，用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共产党秉承公平正义，提

出了对外交往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

身的重要职责。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积极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促进

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指出要“消灭全世界的帝

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实现抗日的积极

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一个保卫世界和平、主

持正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形象站在世界舞台

上。改革开放后，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

两大主题”的重大论断。

（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

量携手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积极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

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得到恢复。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

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

产党创造性地走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被纳入联合国决议等多份国

际文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进入了“中国的发

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历史性

阶段。

（五）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尽全力担当国际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示下，

中国共产党尽全力担当国际责任，为第三世界国

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搞好自身的发展

建设和开展互利合作的经贸往来，为支援和促进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了

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更

加主动地担当起国际责任，中国在联合国中担负

的日常费用和维和费用比例日渐增长，已成为“第

二大会费国、维和摊款国”和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

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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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胸怀天下的内在逻辑与价值依归

（一）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胸怀天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品质，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的

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建立并发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对于世

界大势判断与国际关系理念，中国共产党有着自身

的独立思考，中国共产党能够自主制定外交政策，中

国共产党的这些判断、理念和政策，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为人类谋大同的鲜明品格，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

天下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二）文化因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胸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底蕴，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等

天下观的优秀营养，继承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优良

传统，赓续了中华民族为人类追求实现世界大同的深

厚情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主张爱国主义同时具有超

越民族界限和超越国家荣耀至上的天下胸襟。胸怀

天下这一原则和立场的形成，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智慧

的宝贵经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三）实践基础：客观现实的有力支撑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

持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是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新方向，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21世纪焕发的勃勃生机。坚持胸怀天下，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从观念和行动上自觉关注外部世界的担

当姿态，背后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三、新时代新征程，矢志不渝坚持胸怀天下

（一）在应对时代课题和全球挑战过程中正确把

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支持联合国发

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要坚持不结盟政策，不断释放正能量，推动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要加强全球治理的

机构、人才、法治、舆论等方面建设，在消除人类社会

贫富差距、利益冲突、战争战乱等事关人类共同福祉

的重大议题中发出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声音，不断提

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升

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国际话语权、议程设置权、规则

制定权，促进国际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

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努

力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维护

世界和平与发展

坚持胸怀天下，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旗帜”，秉承正确的义利观，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自觉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必须着眼新

形势和新任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在中国

共产党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通过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

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形式和多层次的国际政党交

流合作网络，同世界各国政党和人民一道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为人类文明进步

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树立为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的长远目

标，在政治进步、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多

领域为促进应对和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提

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政治上，积极向国际社会

传播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理论和发展经验。

在经济上，“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

家和人民”。要立足世界眼光，做到兼收并蓄，主动

打破文明交往的壁垒，用包容欣赏的态度看待彼此

的差异，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开展文明交流

对话活动，既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又讲

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发展的故事、中国和平外

交的故事。

作者简介：陈家刚，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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