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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思想基础。《共产党宣

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本质属性。

《共产党宣言》明确“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

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探索，是传承和

发扬《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典范。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最高价值

追求，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通过争取人民解放、民族解放

和人类解放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征程，不断把这种理想与信仰外化为具体的目标与行动。中国共产

党百年践行救国救民、实现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历史使命，这三大历史使命引领

中国人民向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迈进，与《共产党宣言》宣布的共产党人的三重历史使命紧

密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人类社会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

关键一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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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

于1848年2月，是现代共产主义对外明确自身理

念的檄文，是无产阶 级政党的第一个政治纲

领，也是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标志，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被

正在探寻救国真理的中国进步人士发现，《宣

言》对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设想成为中国

共产党建党的理论渊源与思想基础，为中国共

产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

党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多个阶段，在救国、兴国、强

国之路上不断前进，并在新时代为人类社会全

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取得举

世瞩目的成就。《宣言》的一般原理、原则与价

值目标始终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披荆斩棘的前进

之路提供行动的坐标系和动力源，是中国共产

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武器。

一、《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

《宣 言》是 中国 共产 党信 仰的 起 点。自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虽然中心任务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 述，但“初心”却

从未改变，这个“初心”的源头就在于《宣言》

阐明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之中。首先，人民

立场是《宣言》经典性的一个显著表现，决定

了共产党人初心的人民性。《宣言》在阐述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性质时鲜明地对比了“两个少

数”和“两个绝大多数”，明确了共产党人必然

要“以人民为中心”。《宣言》明确指出，“过去

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

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 P411)。无

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私利[1](P413)，其奋斗目标

是全人类的解放，正是这个目标使不同国家的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宣言》明确了共产党人

的初心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阐明了“民族

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

共产党在民族复兴中的先锋队作用。中国共产

党是《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中国共产党百年

来注重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各个时期中国具

体国情的结合。

《宣言》明确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共产主

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

果，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更是

共产党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宣言》一方面

突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每个人都得到自

由发展，阐明了人类社会只有每个个体都获得

自由发展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实现自由发展；另

一方面也阐明了个体也只有在人类的每个其他

个体都实现自由发展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自

身的自由发展。共产党人追求的人的自由发展

与资产阶级或其他一切阶级追求的少数人的

自由不一样。共产党人追求的自由发展首先是

人类社会整体实现自由发 展，其次是人类社

会的每个成员都实现自由发展。实现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不仅是《宣言》的基本思想，更是全

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是

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2](P4-10)，关注的不仅仅是

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而是把眼光放在全人类

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仅是全人类解放也就

是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第一步。马克

思主义的眼界一开始就是总体自由的眼界。他

所关怀的是人类的自由，而他所瞩目的则是现

代社会中与人类自由相对立的两个特征：不可

避免的苦难和生命的浪费。[3](P29)马克思主义一

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指导

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取得胜

利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

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呈现为争取人民

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自觉担负起为民

族谋生存、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和平的伟

大使命。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理

想与信仰外化为具体的目标与行动，人的自由

《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百年践行



第2期 《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百年践行 ·7·

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与实

践的内在指针。革命时期，独立是中国共产党

人关注人的自由发展的焦点。毛泽东把中国人

民的解放同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紧密联系起来，在分析中国人民个性被压制、

被 压 迫、被剥 削的 根 源 时 指出，中国 人 民的

个 性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摧 残，中国人民

的聪明才 智、身体 和精神都 被 摧 残，得不 到

发 展 [4] ( P 141)。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要实现自由

发展，就要开展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并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强调“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

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5] ( P1058)。毛泽

东指出，社会主义是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建设社会主义，只有立足于实际、逐步积累经

验、逐渐克服盲目性并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在

认识上实现飞跃，进而获得自由，到达自由王

国[6](P826)。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以人民的

生存与生活水平为切入点思考人的自由与发展

问题，对人的自由发展观进行了开拓与创新。

人的自由发展以其基本生存为前提，也以其富

足生活为重要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多年后，中国人民生活

依旧贫困，许多群众依旧在温饱线上挣扎。邓

小平在痛心之余，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

了深刻思考。1980年，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

亚客人时指出，为什么很多非洲国家实行社会

主义制度后却越 来越穷，这是 一个需要研究

的问题 [7 ]( P 313)。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

亚客人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我们必

须坚持，但最重要的是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8](P116)。经过十多年的思考，

在1992年，邓小平终于给出了答案，指出共同富

裕、避免两极分化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区别[8](P12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大

体现[8](P364)。邓小平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建设

小康社会就是要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

距问题。此后，江泽民持续推动中国进入小康

社会，进一步明确和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特征，指

出人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自由

发展的生存状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9](P294)。

而胡锦涛在把人民生活由小康推向全面小康道

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的自由发展转化成“以

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中国人民的自由发展进入一个历史高潮。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

而人的自由发展则是“四个全面”最终的价值旨

归。首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实现

人自由发展的必要基础。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

别在于其需要的无限性与广泛性[10](P130)，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味着中国生产力水

平发展到必要水平、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

人民需求的多样性、多层次性能够得到较好满

足，为拓展人民的自由发展空间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其次，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影响人自由发

展的关键因素，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一

方面破解人自由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消除诸

如落户、择业等各种不自由；另一方面在制度

层面规范社会生活，减少人民生产和生活的不

确定性，确保社会良性运行，从根本上改善人

民生活与发展的社会环境。第三，全面从严治

党是中国社会坚持共产主义价值取向的根本保

证。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才能保证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不

被消融与侵蚀，进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与发展的方向正确。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由人联合

体”，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就

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

“自由人联合体”，而人也只有在“自由人联合

体”中才能实现自由发展。与空想社会主义虚幻

的遐想不同，《宣言》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引申出人 类 社会发 展的必然历史 规律，与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批判紧密联

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这一历史论断蕴含了人类社会发展过

程中一对最基本的矛盾——“个人”与“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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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共同体”的关系，表征了“个人与个人”以及

“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人的自由发展离

不开共同体，个人必须在一定共同体中才可能

获得使其才能发展，个人自由只有在一定共同

体中才能实现[1](P199)。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

存在，也即是一种共同体的存在，貌似独立的

每个人的个体行为 都以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为

基础，包括个体的吃、住、行等最基本的个体

自由的实现程度都 不取决于那个个体，而是

取决于 特定共同体的现实发展。在马克思和

恩格斯 看来，共同体是人 类 历史与发 展的载

体，人 类 社会的历史根本上是在 社会共同体

的发 展 过程中展开的，市民社会共同体是 受

人类历史所有阶段生产力束缚却又同时制约

生产力的交往方式，是人类社会一切历史的真

正发源地和舞台[1](P167-168)。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总结为三

大阶段，分别对应三种社会形态。第一阶段是

最初的以人的依赖性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形态，

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以

及第三阶段是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共同财富

与共同生产力和人的自由个 性为特 征的社会

形态。以上三个阶段的三种社会 形态又分别

对应三种社会共同体，只有“真正的共同体”

才能确保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他特别批判了

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在这种“虚

幻的共同体”中资本的逐利使 人的异化成为

普遍现象，社会整体利益被普遍忽视。这种共

同体是对多数人自由的剥夺，自由仅属于少数

统治阶级成员。“虚幻的共同体”的个人只是

追求各自的特殊利益，认为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是异己的[1](P164)  。它是少数人的联合以实现对多

数人的统治。对于被统治的人来说，它不仅是

虚幻的而且是自由的束缚。因此，必须以“真正

的共同体”替代“虚幻的共同体”。“自由人联

合体”超越市民社会共同体甚至超越国家，成

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社会的社会形态。

“自由人联合体”是《宣言》对未来理想

社会形态的规定。中国革命与建设取得的每一

个成就都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向“自

由人联合体”这一远大目标迈出了一大步。新

中国的成立及其随后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使

中国社会从根本上消灭了阶级对立，中华民族

的共同利益 成为每 个成 员共同的追求。在中

国 共产 党 领 导下，中国 形成 全 新 的、由人 民

当家做 主 的 共 同 体，跨出了迈向“自由人 联

合 体”最 为关 键 的一步，改革开放 开 创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 把 整 个中国社会又向“自由

人 联 合”体 推 进 一大 步。首先，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形式既确保

了社会 形态的性 质，又使个体价值得到更 好

的尊重与肯定，既使社会 形态更加符 合当前

生 产力水平，也使个 体 与共同体的关 系更加

协调。经济权 利的扩大使每 个中国人的自由

都 拥有更加广泛的基础，经济生活的独立 及

其多元化也带来社会成 员人格的独立和思想

的自由。其 次，“各尽所能，按 劳分 配”的原

则既限制了剥削又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的积

极性，更快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积累，为实

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创造必要条件。第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使 人民的自由

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代

表了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保障；人民

民主则反映了公有制在我国政 治生活领域的

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而法治的完善程度与社会成员的自由保障 程

度成 正比。自由拓展以后的 社会个体所表现

出的巨大活力与创新能力反过 来又有效推动

了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两者互为因果、

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前进 [11] (P53-56)。进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中国梦”成为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向远大理想迈进的重要

推动力。国家、民族与人民有机统一、构成命

运共同体，实现长期的繁荣与发展[12]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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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
的特质

作为第一个无产阶 级政党的政治纲领，

《宣言》宣示了共产党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实

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宣

言》精神的忠实传人，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承担

起《宣言》明确的历史使命，彰显了其马克思主

义使命型政党的本质属性。

对于共产党在政党谱系中的定位，国际学

术 界 各 个 学者具 有多种不同观点与争论，但

其共识是共产党具 有其独特的性质与特点。

如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Sey-

mour Mar tin Lipset）认为共产党是整合型政

党，关注改造世界、弘扬真理并与反对真理的

一方作斗争；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乔万尼·萨托

利（Giovanni Sartori）把共产党定位为整体的

政党，是代表整体的政治组织，其与国家相互

维持和强化，不能完全分离，构建了一种党国

体制。李海青对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进行了

界定，指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强烈历

史主体意识和远大情怀，政党活动的最终目的

就是实现其特定的长远历史使命和远大理想目

标，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

础上，自觉承担解放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其

最终使命与目标为推动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

义和人的自由发展[13]( P1-1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坚守人民立场是其本身存在的价值之所在，

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础[13](P1-11)。中国共产党是马

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典范。正是马克思主义

使命型政党这一特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和各

个历史阶段的各项事业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中

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具有明确的认知并

始终自觉担当。《宣言》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

三重历史使命：第一，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

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第二，消灭私

有制，消灭剥削与压迫，建立自我解放的人类社

会；第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

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

就秉承《宣言》的精神，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自

觉承担起三重使命：一是解救民族危亡，实现

民族独立与解放，建设现代化中国，实现民族

复兴；二是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三

是推进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实现共产主义

和人的自由发展。这三重使命始终贯穿于中国

共产党百年党建的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

发展的灵魂与内核。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

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探求和治党、治

国思想与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执政

规律的重要性，强调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方向

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中国

共产党始终强调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深刻体

现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人民立场的

不渝坚守，体现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价值承

诺。始终不放松对党性修养的强调以及对从严

治党的坚持保证了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品格，

使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先进性和纯洁性，成

为其成功践行历史使命的重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实现共产主

义为理想目标，围绕复兴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使

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建设工

作，打造了现代政党，完成了领导无产阶级革

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

党，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首要使命，全面推

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的构建，完成了对中

国政党、政治和社会的改造，重构了中国的社

会秩序，使中国彻底告别贫穷与落后，真正走向

繁荣与富强。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开展整党、

整风运动，不断强化思想建党，不断提高共产

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的革命激情始终

得以延续。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把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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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历史使命，同时还面临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有效执政等新问题。使

命型政党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革命

激情逐渐消退，中国共产党把历史使命感和时

代责任感作为最重要的思想品格和动力来源，

不断创新治党和治国的方式，全面从严治党，

以使命激励和责任担当确保党组织的自我进化

与自我革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使命履行面临问题更加复杂、环境

更加多变等诸多新的挑战，更加强调治理的规

范化、制度化，强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

政党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要面临更多抉择，

不仅有现在的还有未来的，不仅有国内的还有

全人类的，更加强调共产党人的使命情怀、民

族情怀和人类情怀在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

作用。

政党治理狭义上即政党的内部治理或自身

治理，指政党内部各级机构与成员共同参与、上

下互动、共同管理党的各项事务的一种多层次

的动态政党建设过程[14](P23-25)。而广义上，政党

治理不仅分析政党的内部治理行为，也分析政

党的外部活动。就执政党而言，政党治理就是

其在其党组织内部以及党与社会之间构建的治

理关系和治理过程[15](P21-26)。作为具有百年历史

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有效

地应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挑战与风险，

完成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

使命，必须把党建设好、建设强。[16](P452)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在思

想上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获得与保持

的，如果对党的建设出现松懈就可能导致问题

的出现，结果不仅会影响党的事业的成功，而且

会带来亡党亡国的危险[17](P13)。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建党”到“整党”再到

“治党”的百年演进历程[18]( P143-147 )。中国共产

党成立在国内民族危机加重、进步爱国人士陷

入救国困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遭到资

本主义的围剿等复杂背景下，其初衷是建立一

个“俄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建

党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

仅约200万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数亿农民。

1929年，毛泽东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

阶级思想并提出了针对措施[19](P85-95)，既重视党

的组织建设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党员的

出身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教

育、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指出党的纲领和组织

原则是党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路线的保障[20](P325)。

中国共产党的大门向那些真正具有革命意向、

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的工人、农民以

及进步青年开放，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伟大

的群众性的党[21](P523-524)，这一建党指导原则使

党的组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党组织扩大后，

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成为党的建设的关

键。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

开展了整风运动，并迅速将整风运动在全党范

围内扩展，整风、整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化自身

建设的重要模式，有效地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并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团

结。土地改革时期，针对当时地主、富农和流氓

分子大量混入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造成基

层组织脱离群众的严重情况，中国共产党对基

层党员干部开展了大范围的审查、整顿与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多次整风

整党运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

步推进和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不断深化，运

动式整风整党的固有缺陷愈加明显，群众运动

的方式无法真正改革现行制度，“制度建党”的

理念被提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治党与治国

结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党的治理的系统

化、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宣言》阐明了共产党最近的和最终的目

的，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实现共产主义。中

国共产党在其章程中明确宣告“党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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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2](P1)，党的这一

最高理想和历史使命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治

理的基本特性。首先，共产主义理想的远大性

及其实现的长远性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治党的持

续性。共产主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

财富高度积累的基础上，不可能一蹴而就，其

实现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共产主义理

想规定了共产党的政党治理必须具有宏大的视

野，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一切自身特

殊利益的局限[23](P8)。中国共产党能够避免选举

型政党为获取执政地位而过度关注选民短期利

益和政党特殊利益导致的政党政策短期性、政

党行为盲目性，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能

够长期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针，持续地改造社

会，不断推进最高理想的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为共产党人指明方向，使共产党人在不断变化

的历史环境中，能够长期保持先进性、纯洁性

和独立性，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坚定自身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次，

共产主义的批判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

的变革性。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对异化及不合

理现实进行批判的实践运动，共产主义者的全

部问题就在于使现实世界革命化，在于真正的

反对和改变不合理的现存事物[1](P154)。马克思主

义深刻批判资本主义中劳动的异化、货币的异

化、生产的异化，共产党人要寻求的不是精神

上的慰藉而是要消灭剥削、改变世界、建立“自

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条件总在不

断改变要求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主体的中国共产

党也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改造。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践行的三大
历史使命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主要践行了三大核心

历史使命，首先是解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

立，而后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推动民族复兴，再

后又在民族复兴的基础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这三大使命紧密相关、环环相扣，一步

步推动中国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人

联合体”迈进。

《宣言》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在一国

范围内兴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

争“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

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1](P419)。中国共产党百

年践行初心、履行使命的道路是从解救民族危

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人民大众起始的。

中国自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起，在帝国主

义的不断压迫下面临深刻的主权危机和政权危

机。前者是由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犯，而后者

则由封建王朝腐朽与外敌压力导致的[24](P51-52)。

19世纪晚期，从李鸿章、左宗棠代表的洋务运

动到梁启超、康有为发动的维新运动都试图挽

救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但都由于历史的局限而

失败。到20世纪初，中国面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

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双重矛盾，在政治

和经济方面有实现民族独立和实现工业化两个

根本任务。然而中国当时已经陷入了“低组织化

社会”困境[25] (P43)，难以有一个担当得起支撑这

两项任务的核心力量[26](P34)。孙中山发动辛亥革

命，推翻清朝统治，提出“振兴中华”；然而其

革命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国民党派系纷争不

止、腐败泛滥、政党治理能力羸弱导致军阀混

战、社会失序，最终无法真正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整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中国的爱

国仁人志士们探索和实施的多种救国方案都没

有能够真正缓解国家与民族的危局。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自觉

承担起解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解放的大任。

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

“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提出中国共产党的

对内任务是消灭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和平，中

国共产党的对外任务则是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华

民族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27](P115)。1928年，中

国共产党的“六大”把驱逐帝国主义、实现中国

真正统一、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等作为基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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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中心任务[28](P300)。1945年，中共七大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党的阶段性任务是联

合国内外一切可能的力量，解除国际帝国主义

对中国的侵略，肃清国内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压

迫[29](P44)。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将以一个具有

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在世界面前[30](P345)，中国共

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与幸

福，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

新中国[30](P348)。

《宣言》的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与1893年

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多次使用了“民族复兴”的

概念，并从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与无产阶级

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等方面充

分论证了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中的功能与作

用。《宣言》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三重历史使

命时，指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

的使命是构建一个自我解放的人类社会，而国家

与民族自身的解放是实现人类社会自身解放的

第一步。中国实现民族自身解放的过程就是实现

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复兴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实现民族独

立、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一阶段性历史任务之

后，又自觉地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责任，领导全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迈进。新中国成立迈出了民族复兴的

第一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民族复兴提供了

可靠保障，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

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全面开

启和加速了民族复兴的进程。

毛 泽 东 虽 然 没 有 直 接 采 用 过“ 民 族 复

兴”这个 词，但 多 次 指出中国共产 党要领导

中国人民不仅取得 某个阶段革命的胜利，而

且要建设一个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

治、经济、文化 强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

论》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多年的奋斗目标不

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革命，也是为了

中国的文化 革命，中国共产 党 人 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建设一 个属于中华民族的新社会、

新国家 [ 21] ( P 6 6 3 )。毛 泽 东 指出，中国 要利 用自

身 的 地 域 、资 源、社 会 优 势，加 速 发 展，要

赶 超 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 [31](P89)；中国的前途就

在于社会主义，要用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把

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31](P124)。中国共

产党以极高的效率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选择社

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上，以工业化为主要方向与突

破口，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毛泽东充

分强调中国民族独立要有坚实的保障，就离不开

工业化[32](P514)。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社会力

量能够支撑和领导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形成，

运用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方式成为推动中国从

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唯一选择[33](P9-114)。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各阶层齐心协力，

以极大的建设热情，克服国际国内各种发展困

境，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产业体

系和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了

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强调

“要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8](P357)，并提出了实

现小康的社会发展目标。邓小平突出强调发展

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

产力，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改革也是解

放生产力”[8](P370)。江泽民首次公开系统地阐述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成功和祖国完成统一是两个中华民族

复兴标志，预测中华民族复兴的时间点是在21

世纪中叶。胡锦涛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

功绩为成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启

科学发展道路，分别使中华民族复兴迈出关键

的“第一步”、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以

及为民族复兴提供了蓬勃的动力，是持续推进

民族复兴的关键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对自

身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有了更深刻和科学地

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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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谋大同”[34]。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具有的

三个维度。一为人民维度，即以人民为中心、为

人民谋福利，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奋

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根本属性的体

现，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谋求自身特殊利益而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一宗旨的体现。二为民

族维度，即为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

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体现中国共产党百年使命的历史传承，是实现

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三为世界维度，即为人

类谋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忠实传承

《宣言》精神的最终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关怀

全人类，谋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

的解放。“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的重要标志。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旅进入关键时期和

快车道之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

共产党新的核心历史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更

是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关键一步。这一理念

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宣言》的传承与创

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在21世纪取得

的重大突破。“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人类社

会发展到最新的全球化阶段所呈现的相互融合

与依存，命运休戚相关的利益格局。2007年，党

的十七大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

概念，这一概念最初被用来阐述中国大陆与台

湾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其后，“命运共同体”

被用来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重要邻国

的特殊关系。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初

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时虽没有直

接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其在描述经济全

球化的国际影响时，指出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与

交融进而形成了相互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命

运共同体[35](P183)。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人

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指

出国际社会要合作共赢就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谋求自身发展时

应兼顾他国利益、寻求共同发展，努力建立更加

平等均衡的国际关系，相互合作，共同担负权利

与责任，以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36]。而后数

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重大会议或重

要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国际关系、生

态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以及国际安全等

各个维度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

涵及其意义，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被国

际社会广泛接受。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一理念被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写入其第

55届会议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

决议中。同年，在党的十九大，“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为

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奠定了主基调。“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坚持传承和发

扬《宣言》精神的集中体现。《宣言》针对的问

题是：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倾

向和目的是什么？对此，《宣言》给出的答案为：

共产主义摧毁和终结人类历史中的阶级社会，

开创和建设“自由人联合体”。德语版《共产党

宣言》中“Kommunismus”为“communis”+“-is-

mus”复合而成，其中主干“communis”本义为共

同的或公共的，而“-ismus”的希腊语原形则表

示一种抽象概念或名词，如某一种学说、理念和

思潮等。“Kommunismus”意为关于共同的学说

或关于共同的理念。在拉丁语中“Commune”为

形容词“Communis”单数中性名词形式，其语义

为“人类共同体”。世界大同是《宣言》的基本

思想，《宣言》彰显了构建人类共同体的理念，是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道。共产主义

就可被理解为“关于共同构建人类共同体的学

说”或“理念”[37](P33-47)。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作

为共产主义新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过

渡型共同体，是人类迈向自由人联合体进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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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段[38](P7-14)，使我们增加了继续沿着共产主

义实践道路开拓创新的自信。

“自由人联合体”是《宣言》的基本思想，而

《宣言》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其“自由人联合

体”思想形成的关键条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指引。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事业则

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实现的可能

性[1](P166-167)，在《宣言》中再次就世界历史的形

成及其影响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揭示了人的自由

与发展程度与世界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每

个人的解放程度与世界历史的形成程度紧密相

关，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决定了人类社会

每个个体的自由程度[1](P169)。马克思和恩格斯分

析了资本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后

果，指出资本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进而使全世

界所有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1](P404)，

但资本的本质决定了这种由其推动的世界性是

异化的世界性，其后果是剥削在世界范围内的

深化和广化，是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其国际化。

《宣言》的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指出，资本

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大工业的快速发

展，但同时也创造了数量众多、强大团结的无产

阶级[1](P397)。《宣言》的世界市场理论阐明了资

本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人形成人类共同体方面

的巨大效能，阐明了由资本推动的人类共同体

是一种扭曲的、异化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

体”。资本逻辑下的人类共同体形成过程自始就

具有非正义性，资本并不可能自觉推动人类社

会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

对于人类社会如何向“自由人联合体”迈

出第一步，《宣言》提出了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

思想。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是对《宣言》“自由人联合体”实现

路径的创造性探索，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继

承和新发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宁再到习

近平，共为如何迈出这至为关键的“第一步”提

出了三种构想[39](P26-3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

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必须要用暴力革命推

翻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才会实现[1](P435) 、无产

阶级只有同时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1](P380)，

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至少需要各个文明国家无产

阶级的联合行动，这是无产阶级能够获得解放

的首要条件[1](P419)。列宁继承了《宣言》的暴力

革命思想，但认为国际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

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的一个

或少数国家率先取得成功，而后再向其他国家

输出革命，即引导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发动

对资产阶级的革命[40](P4)。《宣言》的阶级斗争和

暴力革命的思想被认为是实现共产主义和“自

由人联合体”的应有之意。马克思在《宣言》

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特别指出，《宣言》中一

般原理的实际运用要取决于当时所处的特定

历史条件，《宣言》第二章所提的十条革命措

施并没有特别的意义。[1]（P376）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提供

了一种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向“自由人联合体”

推进的方案，其目的是实现中国和世界绝大多

数人的利益，其方式强调合作、共赢，强调全世

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取得的伟大突破，为中国共产党在

新时代践行历史使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指引。

20世纪中后期，国际社会以经济一体化为重点

掀起了全球一体化浪潮，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

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世界历史”的发展进入

了高潮期。但进入21世纪后，国际金融危机、全

球环境危机、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冲突以及

公共卫生危机等不断爆发，使全球化陷入前所

未有的困境。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引

导当代世界走出一体化困境，提供一种新的全

球治理范式，进而引领世界人民向“自由人联合

体”迈进，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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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ASEAN is measured. We use SCM model and improved HCW model based on Lasso algorithm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level of geo-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CAFTA. It is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AFTA in different model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geo-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 policy effect has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sustainability and rising trend, with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rate reaching about 15.65% per year. 
These show that CAFTA h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geo-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
na and ASEAN. Therefor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FTA construction in 
improving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 actively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formulation of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matching with the FTA. We should 
also recognize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TA on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 and formulat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reform plans. Through these ways, we can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geo-eco-
nomic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r region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level of geo-economy.

Keywords:  CAFTA; geo-economics; SCM; HCW; Lasso regressi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e Centennial Practice of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U Ning & SHI Danyang

Abstract: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belief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tipulates the 
people's st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internally determine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 Marxist 
mission-oriented par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ade it clear that 
"everyone's free development" is the basic feature of communist society and the common value goal pursued 
by human socie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model for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has been exploring for the good life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n China 
and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one hundred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pursu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veryone” as the highest value pursui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free people” as the highest ideal.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demonstrated its pursuit of realizing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veryone" through the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the liber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society. It 
has gone through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constantly externalized ideals and beliefs 
into specific goals and actions. Thre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are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real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a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ee historical missions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step by step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veryone”, which is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triple historical missions 
of the Communists proclaimed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llustrated by Xi Jinping is critical step for human society in the new era towards a “community 
of free people” and significant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in Marxist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torical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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