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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7月1日，中国共

产党成立102周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中
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
人民走在中国式现代
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新征程上。

中 国 发 展 离 不 开 世
界，世界也需要更好
地读懂中国、读懂中
国共产党。

中国国家创新与
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郑必坚曾于今年5月
接 受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专访，围绕世界

如何读懂中国与中国
共产党，从多维度作
出解读。此际，特重
刊此文。

中新社记者：张
蔚然

近期，一系列世
界瞩目的中国外交活
动持续展开，一批有
影响力的线下国际会
议、论坛在华举办，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
全球动荡变革期中的
和平发展新作为，也
为促进中外对话互鉴
提供了新的窗口。

由郑必坚担任会
长的中国国家创新与
发展战略研究会在广
州成功举办“读懂中
国•湾区对话”专题
论坛，邀请全球知名
政要、企业家和学者
等一同读懂中国、读
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深
刻内涵以及中国发展
为 世 界 带 来 的 新 机
遇。人类社会面临前
所未有的共同挑战，
世界如何读懂中国、
读懂中国共产党？中
国确保和平发展的战
略道路不偏航不失速
有何世界意义？中国
如何看待世界关注的
目光，尤其是如何回
应 一 些 误 解 甚 至 误
判 ？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栏目专访郑必坚
会长，围绕上述问题
作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内容整
理如下：

中新社记者：过
去多年来，您和所在

机构致力于通过举办
或参加各类国际活动
增进世界对华了解，
您 本 人 近 期 更 是 以
逾90岁高龄策划主
持“读懂中国·湾区
对话”。在您看来，
这些年来外界对中国
和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在哪些方面有显著增
强、哪些方面仍有了
解的空间、哪些方面
至今存在误解甚至误
判？

郑 必 坚 ： 近 年
来，外界对中国和中
国共产党的认知在某
些方面有显著增强。
例如，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了解中国的经济
和科技发展，认识到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
大的市场之一。人们
对中国的文化、历史
和社会变迁也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认识到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
传统和多元的社会面
貌。这是好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外
界对中国和中国共产
党还存在着“认知鸿
沟”。这是不好的，
要想办法改变的。由
于信息来源和政治立
场的不同，外界对中
国的看法存在分歧和
偏见。在对中国和中
国共产党的认知中，
也存在着一些误解和
误 判 。 例 如 ， 有 些
人可能将中国的经济
崛起视为威胁，而忽
视了中国在全球治理

中的积极作用；有些
人可能将中国的社会
主义制度视为威权主
义，而忽视了中国改
革开放的历程和40多
年高速发展的成果。

但我理解，今天
存在的某些读不懂、
误解、隔阂，尤其是
文化的隔阂，反而能
够 让 中 国 的 立 场 和
观点产生更具创造性
的发展。比如，面对
和 平 赤 字 、 发 展 赤
字、安全赤字、治理
赤 字 加 重 的 挑 战 ，
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
了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
明倡议，为不同国家
间的合作提供了共同
的语言和观点。这是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新
贡献。与此同时，有
些读不懂则是别有用
心的，是不想懂。这
时，我们就要敢于站
出来予以揭穿批驳，
激浊扬清。事实胜于
雄辩，但如果事实被
歪 曲 了 ， 也 需 要 雄
辩。

中新社记者：经
过长期探索实践，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国无
意输出制度模式，认
为其发展经验为其他
国家提供了更多可借
鉴的选择。但一些国
家对中国道路充满忧
虑，甚至试图以意识
形态划线孤立中国。
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郑必坚：如何促进世界
读懂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一)

2022年2月，长征八号遥二运载
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升空。刘帅冶 摄

2023年4月，“全球发展倡议新进展 
可持续发展议程新行动”主题展览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与会嘉宾取阅
国合署发布的新报告——《国际发展
合作的中国实践》紧急人道主义篇、

抗击疫情援助篇。廖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