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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视阈看中共十九大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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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十九大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理论的创新一气呵成，特别强调党对我

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全面领导，突出要求全党 自 觉 维 护 党 中 央 的 权 威 和 集 中 统 一 领 导。大 会 对 过 去 成 绩 的

肯定、所处时代的定位、美好未来的憧憬等 都 充 满 高 度 自 信。会 议 总 结 过 去 和 谋 划 未 来 的 历 史 视 野、研 判

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国 际 意 义 的 理 论 视 野、勇 担 引 领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变 革 的 国 际 视 野 等 尤 为

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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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

代表大会都总结过去，谋划未来，部署工作，发

挥了创 新 理 论、凝 聚 共 识、引 领 实 践 等 巨 大 作

用，但又各具特色和风格。本文从历史比较的视

阈探讨中共十九大的鲜明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理论成

果的重大创新一气呵成

党创立以来，以 毛 泽 东、邓 小 平、江 泽 民、

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阶段性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科学内

涵、主要内容和指导地位的概括基本上都是在党

的代表大会上完成的。但是，各自经历的时间跨

度差别很大。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 诞 生，毛 泽 东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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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直到１９４５年４至６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才作

出初步概括并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１９８１年６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其科学内涵和理论

体系作出 明 确、科 学、完 整 概 括，１９８２年９月

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还在内涵界定中增加了 “和建

设”三个字。［１］６４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

时期，“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到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召开的十五大才首次使用，并完成明确界定和系

统概括，作 为 党 的 指 导 思 想 写 入 党 章，历 时 约

２０年，期间 使 用 过 “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等概念，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的中共十三大和１９９２
年１０月 的 中 共 十 四 大 分 别 对 其 主 要 内 容 作 过

“十二个 基 本 观 点” “九 个 方 面”的 概 括。１９８９
年６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以江泽民为

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理论和实践的

探索、创新，于２０００年春首次提出 “三个代表”
的概念，在２００１年７月庆祝党成立８０周年的讲

话中，江泽民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

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出深刻阐述，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又对其作了全面概括，并作为

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历时１３年。中 共 十 六

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

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在中

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 “科学发展观”的概

念，经过１０年 的 积 累 和 概 括，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中

共十八大对其作了系统阐释，并作为党的指导思

想写入党章。中共十九大不仅首次提出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并对其

科学内涵作了 “五个是”的界定，对其主要内容

作了 “八个明确”的概括，而且指明其紧紧回答

的时代课题是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 样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行动纲领是 “十四 个 坚 持”，系 统 回 答 了 “新 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

务、总体布 局、战 略 布 局 和 发 展 方 向、发 展 方

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

等基本 问 题”［２］１８，并 将 其 作 为 党 的 指 导 思 想 写

入党章。可见，中共十九大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提出、内涵界定、内

容概括、主题揭示、地位确立等重大理论创新一

气呵成。

二、突出强调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前几次党代会比较强调全

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中共十九

大特别强调党对我国各行各业、各项事业的全面

领导。

１．总结历 史 经 验 教 训 的 基 本 结 论。党 的 执

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历史清

晰地告诉人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

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共十九大

阐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特点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强调 “历史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

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必须 “坚决反对一切削弱、
歪曲、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行。［２］１６、１５但是，一个

时期以 来，党 的 领 导 在 一 些 领 域 受 到 削 弱 和 挑

战，“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

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

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经过中共十八

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所作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

扭转”［３］１４。因 此，中 共 十 九 大 报 告 总 结 过 去 五

年工作时，认为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根

本在于 “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

决改变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总结过去五年取

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的原因时，认为 “五年来

的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２］７、９

２．构成新 时 代 指 导 思 想 的 基 本 内 容。党 的

文献和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基本内容的概

括，少则六方面，多则十六方面乃至更多。但能

列入党的文献所概括的基本内容，无疑具有重要

地位。中共十九大报告用 “八个明确”概述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其中，第八个 “明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

最高政治领导力量”［２］２０。

３．坚持和发 展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首要方略。为了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路线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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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和 “实践要求”［４］，中共十九大报告 阐 明

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十四

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涵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依靠力量、发

展动力，以及 经 济、政 治、文 化、社 会、生 态、
国防、祖 国 统 一、外 交 等 方 方 面 面。其 中，把

“坚持党对一切工 作 的 领 导”列 为 首 要 方 略，并

再次引用毛泽东的话，强调 “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２］２０

４．加强新 时 代 党 的 建 设 的 基 本 要 求。历 史

上，中共领导人和代表大会多次对党的自身建设

的目标、任 务 和 总 要 求 作 出 具 有 时 代 特 征 的 规

定。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毛泽东曾指出要把党 “建设

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

组 织 上 完 全 巩 固 的 布 尔 什 维 克 化 的 中 国 共 产

党”［５］６０２，特别强调 “布尔什维克化”。１９８２年９
月，中共十二大提出 “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努

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

核心”［１］４７，特 别 强 调 党 的 “坚 强 核 心”作 用。

１９９７年９月，中 共 十 五 大 提 出 “要 把 党 建 设 成

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领导全国人民建设

有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党”［６］４５，
特别强调 “邓小平理 论 武 装”。中 共 十 九 大 报 告

指明新 时 代 党 的 建 设 总 要 求 时，首 先 指 明 的 是

“坚持 和 加 强 党 的 全 面 领 导”［２］６１－６２，特 别 强 调

“党的全面领导”。

５．落实党 的 全 面 领 导 的 重 大 部 署。中 共 十

九大在强化和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方面还作出了许

多重大部署。例如，大会部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强调党的领导是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在我国

政治生活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要 “加强

党的集 中 统 一 领 导”［２］３６。我 国 推 行 国 家 监 察 体

制改革，目标就是要 “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

反腐败工作机构”［７］，中共十九大对此给予 了 充

分肯定，并提出要 “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

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 “构建党统一

指挥……的监督体系”［２］６８。

三、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

义党的学说的基本要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政

党的红色基因，也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坚持和传承

的基本原则。早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初，马克

思恩格斯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

巴黎公社失败的惨痛教训，明确阐述了加强党的

集中统一 领 导 的 必 要 性。１８７２年９月，针 对 第

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赋予总委员会以新的、更

为广泛的权力”，马克思说：“海牙代表大会认为

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并且为了当前的斗争而把活

动集中起来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因为分散会使这

种活动没有成果。”［８］１７９鉴于第二国际因修正主义

蔓延而破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因机会主义

盛行而严重削弱战斗力等教训，列宁领导的俄共

（布）和共产国 际 尤 其 强 调 党 的 集 中 统 一 领 导，
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执行 “铁的纪律” “应当建

设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通

过 组 织 的 统 一 来 保 证 党 的 坚 强 团 结 和 步 调 一

致”。［９］９９这成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及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取得重大发展的重要原

因。在列宁建党思想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

自诞生始就确定了实行 “中央集权制”原则，坚

持 “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

的中 央 机 关 必 须 拥 有 广 泛 的 权 力”［１０］４３；强 调

“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

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

律，才免得安那其 （无政府主义———笔者注）的

状态”“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

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

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

改组之”［１０］６２－５８。
中共十九大不仅突出党的全面领导，而且号

召全党努力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和看齐 意 识，自 觉 维 护 党 中 央 权 威 和 集 中 统 一

领导。

１．总结全 面 从 严 治 党 的 成 功 经 验。中 共 十

九大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效时认为，正是通过推

动全党尊崇党章，增强 “四个意识”，“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 矩”［２］７，层 层 落 实 管 党 治 党 政 治 责 任

等，从而 取 得 了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的 卓 著 成 效。同

时，吸取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搞阴谋活动

对党的团结和事业发展构成极大危害的教训，尤

其是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

的集中 统 一”［３］１８的 深 刻 教 训，大 会 报 告 将 增 强

“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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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致等列入建设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

２．把政治 建 党 摆 在 首 位。在 马 克 思 主 义 党

的学 说 史 上，经 典 作 家 们 没 有 明 确 将 “政 治 建

设”单独作为党的自身建设一个方面阐述。十月

革命胜利后，列宁阐述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时曾

使用 “政治建设”的概念，认为工会 “应该日益

发挥 工 人 阶 级 政 治 建 设 者 的 作 用”［１１］３９７。毛 泽

东、朱德和陈毅等在民主革命时期论述人民军队

建设时，曾将 “政治建设”列为 “建军问题”的

第 一 位［１２］２３３，提 出 “政 治 建 设 是 建 军 的 中

心”［１３］１２７。１９９５年１月，江泽民提出： “我们党

历 来 把 思 想 政 治 建 设 摆 在 党 的 建 设 的 首

位。”［１４］１６６２０００年５月，他 又 将 党 的 思 想 建 设 和

政治建设分开，强调 “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该贯穿 ‘三个

代表’要求”［１５］１５。之 后，中 共 文 献 鲜 见 将 政 治

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一个方面同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和作风建设等并列相提。中共十九大报告概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时，将 “突 出 政 治 建 设 在 党 的 建 设 中 的 重 要 地

位”［２］２０确 定 为 “八 个 明 确”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报告提 出 新 时 代 党 的 建 设 总 要 求 时，再 次 强 调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２］６２。大会部署今后全

面从严治党工作时，共提出八大战略举措，首先

就 是 “把 党 的 政 治 建 设 摆 在 首 位”，突 出 强 调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保证全党服

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

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２］６２。此外，大会提出，
建 设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干 部 队 伍 要 “突 出 政 治 标

准”［２］６４，选 拔 重 用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和

“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

行党的 理 论 和 路 线 方 针 政 策、忠 诚 干 净 担 当 的

干部。

３．用习近 平 的 姓 名 命 名 新 理 论。用 领 导 人

的名字命名理论创新成果或者施政方针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传统，也是国际惯例。马克 思 主 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都是以领

导人的姓名命名。西方社会的罗斯福新政、撒切

尔主义、布什主义、奥巴马主义、默克尔主义等

也是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从包括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在 内 的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的 历 史 经 验

看，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姓名命名理论有

利于统一思想认识、凝聚社会力量、引领实践行

动、推进事业发展。中共十九大用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命名十八大以来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并修改党章，将

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用以武装全党和全国各

族人民，等等。这同样是加强和维护以习近平为

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战略部署。

４．积极落 实 党 中 央 集 中 统 一 领 导。中 共 十

九大加强 和 维 护 党 中 央 集 中 统 一 领 导 的 战 略 部

署，在大会前后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加以贯

彻落实。例如，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提请十九大

审议的工作报告，由过去直接提请转变为经中央

委员会审议并提交大会审议。中共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产生后召开的首次会议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

彻十九大精神，就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加强 和 维 护 党 中 央 集 中 统 一 领 导 的 若 干 规

定》，强调 “党中央集 中 统 一 领 导 是 党 的 领 导 的

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

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要推动全党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在

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

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１６］。１０月３１日，十二届全 国 人 大 常

委会审议的 《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革期

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草案）》，
确定武警部队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点是，强化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集中统一领导，坚定

贯彻中央 军 委 主 席 负 责 制。［１７］１２月 底，中 共 中 央

决定，从２０１８年 元 旦 起，武 警 部 队 由 党 中 央、
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１８］

四、处处彰显高度自信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并 将 其 由 过 去 “三 位 一 体”
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发展为 “四位一体”的

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他在中共十九大

报告中一系列铿锵有力的讲话，充分显示了党和

人民的高度自信。

１．对过去 工 作 成 绩 的 自 信。总 结 过 去 五 年

工作成绩时，习近平强调，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

年是党和国 家 发 展 进 程 中 “极 不 平 凡 的 五 年”，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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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等内部情况的深刻变化，我们迎难而上，
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性成就”［２］２ “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

的、开创性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

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２］８，并连续使用 “重大成就”“重大突破”
“重大步伐”“重大进展”分别表述经济、改革、
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用 “成效显著”
“成效卓著”描述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

取得的成绩。回顾党创立以来近百年的苦难辉煌

历程，习近平自豪地感慨，自党应运而生后，中

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

主动，党领导中国人民 “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

史诗”［２］１３ “攻克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看 似 不 可 攻 克 的

难关，创 造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彪 炳 史 册 的 人 间 奇

迹”［２］１５。

２．对当今 所 处 时 代 的 自 信。在 总 结 我 国 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中

共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崭新论断，并对其历史方位、主要任务和重大意

义等进行了系统阐述。大会报告在论述其重大意

义时宣布：这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迎来 了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光 明 前

景”［２］１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２］１２

大会阐释其历史方位时指出，新时代是继续夺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

献的 时 代。［２］１１这 些 都 体 现 了 大 会 对 当 今 时 代 充

满的自豪和自信。

３．对党和 人 民 力 量 的 自 信。中 共 十 九 大 对

党和人民迎接挑战、再创辉煌、不辱使命的能力

和力量充满自信。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

族复兴 伟 大 梦 想 的 历 史 进 程 后，习 近 平 再 次 强

调， “今 天，我 们 比 历 史 上 任 何 时 期 都 更 接 近、
更 有 信 心 和 能 力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目

标”［２］１５。讲到台湾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有坚

定的意志、充分的自信、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

式的 ‘台 独’分 裂 图 谋”［２］５７。大 会 报 告 最 后 号

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新时代的新使命、实

现新时代的新目标而继续奋斗，“大道之行，天

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

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

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

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

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

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２］７０。

４．对未 来 美 好 前 景 的 自 信。展 望 未 来，大

会对２０２０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２０３５年基

本实现现代 化、２０５０年 建 成 富 强 民 主 文 明 和 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充满信心，并对我国

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

好景象作出了全面勾画。大会报告部署经济、政

治、文化、社 会、生 态、国 防、祖 国 统 一、外

交、党建等各方面工作时，最后一个自然段都以

鼓舞全党全国人民的话为结束语，无不充满必胜

的自信。例如，部署文化建设工作时，大会报告

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

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

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２］４４

讲到祖国统一时，习近平向全体中华儿女宣示，
“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够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２］５７

五、视野尤为长远开阔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历次代表大会都依据国

际形势的研判就我国对外开放、外交等工作作出

部署，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但随着改革开放历

史的延长、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全球治理能力

的提升 等，中 共 十 九 大 报 告 总 结 过 去、筹 划 未

来，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对历史的回顾、未来

的规划、工作的落实等都更加展示出宏伟而广阔

的视野。

１．历史视 野 更 长 远。大 会 报 告 对 我 国 发 展

历史方 位 的 研 判，不 仅 基 于 过 去 五 年 工 作 的 总

结，而且基于对改革开放近４０年、社会 主 义 基

本制度确立６０多年、党成立９０多年、鸦片战争

爆发１７０多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斗历程和伟业

的总结。报告不仅谋划了２０２０年决胜全 面 建 成

小康社会和未来五年工作的战略举措，而且对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３０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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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步骤、奋斗目标等作出了远景规划，具有长

远的历史视野。

２．理论 视 野 更 宽 阔。中 共 十 八 大 以 来，习

近平多次强调要 “善于观大势、谋大事” “只有

眼界非常宽阔，正确认识和积极顺应中国和世界

发展大势……才能把握工作主动权，跟上时代前

进步伐，推动事业顺利发展”［１９］。中共十九大把

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置于世界局势的嬗变中去

考量，认为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２］２；提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

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

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不断发 展，拓 展 了 发 展 中 国 家 走 向 现 代 化 的 途

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

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２］１０这些

是对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发 展 所 处 的 内 外 环

境、所获成就的国际意义等科学判断，眼界尤为

开阔。

３．国际 视 野 更 宽 广。改 革 开 放 以 来，中 共

历次党代会都把扩大对外交往、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等列为党和人民的重要任务。随着我国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局面的逐渐形成，以及

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等持续提升，党代会面向

世界谋篇布局的视野越来越宽广。中共十九大关

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国际环境、对科

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的国际

意义等分析都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大会报告通

过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分析，强调中国

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

量”［２］６０。表明中国经过近４０年的努力，在打破

被封锁和自我封锁的局面、融入世界体系之后，
又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担当起引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任。
综上所述，中共十九大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一气呵成，
特别强调党对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全面领导，突

出要求自觉加强、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对过去成绩的肯定、所处时代的自豪、美

好未来的憧憬等都充满高度自信，总结过去和谋

划未来的历史视野、研判当前我国内外局势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意义的理论视野、勇担引领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全球视野等尤为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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