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中国研究·

2022 年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回顾与前瞻∗

韩　 强　 王　 野　 王　 悦

【提　 要】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 2022 年既遵循原有传统, 又聚焦中国共产

党新的实际, 注重海外与国内研究的互动, 取得了新的进展。 特别是聚焦中国共

产党的二十大、 中国共产党引领开辟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

功抗击新冠疫情、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及优势

等方面, 取得了新成果, 也形成了新认识。 这些认识在深化海外中共研究、 引领

塑造海外 “中共观” 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同时这一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态势:

海外中共研究在引领塑造新时代海外 “中共观” 方面作用更加突出; 海外中共

研究进一步深化, 研究主题愈加广泛和富有针对性; 更加关注当代中国共产党研

究, 而党史研究继续式微; 在中共国际形象塑造中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日益突

出; 研究中新方法、 新技术的运用日益广泛。 全面把握研究进展, 对于更好地跟

踪海外研究、 促进研究深化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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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简称海外中共研究) 主要包括海外对中共党史和当

代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

为一级学科、 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研究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 关注海外视角对中国

共产党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我们自身对中共党史党建的研究相比, 这

一研究在价值、 视角、 范式、 重点、 结论等方面均具有独特性, 是我们已有研究

的重要补充,① 在推动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 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 “中共观”、

服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 在过去的 2022 年, 这一研究

既遵循原有传统, 又聚焦中国共产党新的实际, 注重海外与国内研究的互动, 取

得了新的进展。 对这一过程加以回顾和梳理, 对于更好地跟踪、 深化海外中共研

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2022 年海外中共研究的总体情况

研究成果的呈现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刚刚经历了建

党一百周年, 在全党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党的

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 这些重大事件和活动无一例外受到关注, 进入海外学者

2022 年中共研究的视野, 许多成果即呈现为对这一过程的评价和反思。 同时,

2022 年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

系列新思想、 新论断、 新观点, 也吸引了海外学者的目光。 因此, 2022 年的海

外中共研究主要聚焦上述活动和主题。 当然, 传统的中共党史与党建研究仍在进

行, 并有部分成果出版。 但总体来看, 海外对党建的关注要远远多于党史。

从论文成果看, 较具代表性的 《中国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当代中

国事务》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22 年涉及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文情

况如下。

《中国季刊》 2022 年 6 月刊 (总第 250 期) 刊发了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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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而言,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属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范畴, 但是, 鉴于海

外学者自身的不断变化以及国内外学术互动的日益密切, 把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定位为跨

文化研究越来越具有必要性。 详见韩强: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南京

政治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4 期; 韩强、 赵雅祺: 《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跨文化属性》,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2 年第 3 期。



柏思德 (Kjeld Erik Brodsgard) 的文章 《中国特色公司治理: 国有企业的党组

织》①。 该文以非上市国有控股公司 (SOE) 为例,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有企

业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以及如何将党组织纳入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 并使

其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正式化。 9 月刊 (总第 251 期) 刊发了美国佐治亚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贾力楠 (Jia Linan, 音译) 的文章 《忠诚与能力: 中国地方干

部的政治选拔》②。 文章探讨了忠诚和能力在中国县级官员晋升中的作用。 文章

基于一个地方官员培训记录的原创数据库, 通过考察官员在党校和其他学术机构

的培训经历, 探究官员培训与晋升之间的因果联系。 其研究表明, 党校培训显著

增加了县级官员的晋升可能, 其他高校等学术机构的培训对晋升的正向影响较

弱, 但也是晋升必不可少的因素。 而且, 既接受过党校培训又接受过专业学术培

训的地方官员在晋升过程中最具竞争力。

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主编的 《当代中国事务》 在 2022 年

12 月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推出了一期特刊, 共收录 6 篇有关中共研究的文

章, 这 6 篇文章通过追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分别从政治学、 历史学、 人类

学、 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作

为政治实体的两大支柱———组织框架和意识形态———的转变。③ 这些文章将对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关注和中共的百年历程联系起来, 考察了党的

重要概念 (如 “民主” “选举” “民主集中制” “红色” “忠诚” “中国梦”)、 话

语策略 (如情绪动员)、 建设实践以及官方文件的历史变化和发展状况, 审视这

些方面如何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长期影响, 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保持马克思主

义政党本质的同时, 对以上方面加以调整、 扩展和重新安排, 以适应党在不同历

史阶段所面临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除上述两家期刊外, 还有一些期刊发表了相关文章, 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拉贾瓦利基金会亚洲研究所 (Rajawali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Asia)④ 主办的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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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Kjeld Erik Brodsgaard,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y Organiza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50, 2022, pp. 486 - 508.
Linan Jia, “ Loyalty and Competence: The Political Selection of Local Cadre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51, 2022, pp. 726 - 750.
Jérôme Doyon & Chloé Froissar, “A Long-Term Perspectiv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51, No. 3, 2022, pp. 353 - 363.
该全球化智库致力于亚洲公共政策研究, 对中国国内政策、 国际地位及世界影响力进行了

大量研究。



洲中心政策简报》 (Ash Center Policy Briefs Series) 2022 年第 9 期发表了著名中国

问题专家托尼·赛奇 (Tony Saich) 的文章 《中共二十大有何期待》 (What to

Expect from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他在文中对中国共

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构成和未来政策趋势进行了讨论。

从著作成果看, 2022 年出版的著作多为论文合集, 其中包括美国布鲁金斯

学会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戴杰 (Jacques deLisle) 与杨国斌合编的 《党领导一

切: 中国共产党不断演变的角色》 (The Party Leads All: The Evolving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该书共 365 页, 包括 14 篇学术论文, 内容涉及中国共

产党建设与发展的诸多领域。 此外, 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大卫·古德曼 (David

Goodman) 与白瑞琪 (Marc Blecher)、 托尼·赛奇等人合著的 《阶级与中国共产

党 (1921—1978): 革命与社会变革》 (Clas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 - 1978: Revolution and Social Change), 与白瑞琪等人合著的 《阶级与中国共

产党 (1978—2021): 改革与市场社会主义》 (Clas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78 - 2021: Reform and Market Socialism)。 前者包含 8 篇论文, 分析了中

国共产党在 1921—1978 年间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后者包含 7 篇论文, 审视

中国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 1978—2021 年间对中国社会变

革的影响。

相对而言, 2022 年海外出版的关于中共研究的个人学术著作极少。

二、 海外中共研究的年度主题

2022 年的海外中共研究与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重大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年度主题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引领开辟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抗击新冠疫情、 中国共产党百年

成功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及优势等方面。 相较于传统的中共党史研

究主题, 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更聚焦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现实, 尤其关注中国共

产党的新思想、 管党治党新举措、 治国理政新战略等。 总体来看, 海外中共研究

既形成了较为积极客观的主流认知, 也面临一些西方国家的恶意诋毁、 抹黑, 所

以, 以海外中共研究为中心, 加强中外学术互通, 引领塑造中国共产党 “敢为、

能为、 善为” 的国际形象势在必行。

(一) 关于中共二十大的研究

202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其中既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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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也有政界、 新闻界、 工商界人士的评价, 值得国内研究者高度关注。 总

体而言, 海外专家学者对中共二十大给予了积极评价。

关于中共二十大的重大意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雨果·琼

斯 (Hugo Jones)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中共二十大 “可能是中国 21 世纪最重要的

政治事件, 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① 阿根廷美洲通讯社网站 2022 年 10 月 15

日报道, 中共二十大被视为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它指明了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和军事强国未来 5 年的发展方向。②

关于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理念、 新思想。 这是海外关注二十大的焦点。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二十大报告运用新理念规划新未来。 哈萨克斯坦 《实业

报》 总编辑谢里克·科尔茹姆巴耶夫 (Серик Коржумбаев) 在接受中新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 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下一步发展目标和任务, 相信

中国将继续朝着这个目标奋进。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 认为, 报告承诺中国将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加快新能源体系建设, 在

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③

总体而言, 海外学者通过解读中共二十大报告, 高度肯定了中共二十大的

世界意义, 普遍认为此次大会对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都将产生重大影

响; 强烈赞赏了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理性看待中国的

稳步崛起, 普遍认为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里程碑意义; 广泛认

可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韧性, 认为中共二十大在制定长期发展蓝

图的同时, 加强了党的领导地位, 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目标提供

了有力支持。 此外, 海外媒体对中共二十大的报道总体理性客观, 反映出中

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和世界公信力的上升。 但不容忽视的是, 海外一些媒体

歪曲抹黑中共的现象也非常突出, 需要我们在注重对美西方宣传的同时, 也

要注重非传统、 非西方、 非英语领域, 加大对外传播的力度和精准度,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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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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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ónio Saraiva Lima & Hugo Jones, “É politicamente impossível desafiar Xi Jinping,” Público,
https: / / www. publico. pt / 2022 / 10 / 15 / mundo / entrevista / hugo - jones - politicamente - impossivel -
desafiar - xi - jinping -2024000. [2022 - 10 - 15]
FRANCISCO ALCáCER, “Más poder para Xi: China y el partido ingresan en una nueva era,”
https: / / www. telam. com. ar / notas / 202210 / 607904 - partido - comunista - china - xi - jinping -
recambio - cupula. html. [2022 - 10 - 15]
Mehmood-ul-Hassan Khan, “ Xi's Third Term: New Vision, New Path, New Expectations,”
https: / / pakobserver. net / xis - third - term - new - vision - new - path - new - expectations - by -
dr - mehmood - ul - hassan - khan / . [2022 - 10 - 29]



学术领域的合作研究和交流, 从海外中共研究层面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

“中共观”。

(二) 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 提

出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充满兴趣, 并进行了研究, 其观点集中体现

为如下方面。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的著名学者哈伊里·图尔克 (Khairy Tourk) 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 中国的发展关乎全世界的利益。 他认

为,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致力于互联互通、 合作共赢, 通过公路、 铁

路、 港口、 桥梁等建设项目, 大大加强了同亚洲、 欧洲、 非洲许多国家的互联互

通, 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加强了文明对话。 “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归功于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①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中国本土特色。 巴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今日中

国》 葡语版编辑埃万德罗·卡瓦略 (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 指出, 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与西方现代化强行推行的殖民思维截然不同,

中国奉行的求同存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西方的一种超越, 中国正在建

设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 是民主政治理论的

重大创新。②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 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

那 (Sommad Pholsena) 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指出: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建立和

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斗争, 并真正为人民的支持而斗争。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

的, 因为对党来说, 最重要的是不断赢得人民的支持, 不忘初心和使命, 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虽然吸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 但最终是确保人人共享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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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证中国奇迹 感知成功关键———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谈中共领导

和中国发展》, 新华网, http: / / www. news. cn / 2022 - 06 / 26 / c_ 1128777666. htm。 [2022 -
06 - 22]
陈威华、 赵焱: 《 “中国道路” 通往人类历史新阶段———专访巴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卡瓦

略》, 新华社, https: / / baijiahao. baidu. com / s? id = 1730701223684962653&wfr = spider&
for = pc。 [2022 - 04 - 21]



果的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①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包容的现代化。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从两个角

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点: 一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既

不盲目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 又不闭门造车、 故步自封, 而是进一步融

入世界, 在全球化中受益; 二是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扩大中产阶级群

体数量, 不断调节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②

总体上看, 海外学者主要从生成逻辑、 具体内涵、 基本特征和意义价值等方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细致解读, 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

的统一领导和卓越治理能力, 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并对此给予了较高评

价, 将中国发展模式和经验视为一种成功范例。 此外, 海外媒体也形成了中国式

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 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的共识。 当然, 对

“中国式现代化” 的内涵也存在一些认知偏差。③ 我们应加强对 “中国式现代化”

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诠释, 并提供丰富的史料和语料,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

世界价值, 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正确理解和评价。

(三)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的研究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抗击疫情是 2022 年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也是自

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的一个持续性话题。 国际社会始终关注这一热点问题, 也

形成了许多新成果、 新认识。 虽然存在一些国家抹黑我国抗疫成就的现象, 但是

我国抗击疫情付出人民生命代价最小的事实也是难以抹杀的。 在抗击疫情的不同

时期, 国际社会很多力量对于中国为抗击新冠疫情所做的努力给予了积极评价。

美国 《华尔街日报》 网站发表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格雷格·伊普 (Greg Ip) 的

文章, 作者表示: “公民对政府或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越高, 一个国家应对新冠疫

情的成效就越大。 信任政府的公民更有可能遵守社交距离、 接触者追踪以及戴

口罩和接种疫苗的规定。 在缺乏信任的地方, 公民不愿意遵守规定, 而政府也

不能提出更高要求。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鼓励公民做保护他人的事情, 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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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也会如此。 在中国,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 而在美国, 这种信任度很

低。”① 俄罗斯 《独立报》 网站刊登了该报经济部主任米哈伊尔·谢尔盖耶

夫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的文章, 文章指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面

对新冠疫情时, 选择了 ‘人比钱重要’ 的原则并坚决控制国内经济活动。 为抗

击疫情采取的严厉措施, 使中国损失了约 5%的 GDP, 即超过 7000 亿美元, 但中

国政府认为这些损失是合理的, 因为严格的隔离措施挽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

而国际发病率和死亡率统计数据也证明, 中国 ‘人高于金钱’ 和 ‘人高于一切’

的原则在大流行病中是行之有效的”,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旨归。②

综上所述, 海外各界高度认可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取得的巨大成就, 并将其归

功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卓越的科学决策能力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

力。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的疫情传播得到有效控制, 并在相对较

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社会经济, 这些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共鸣, 中国为全球抗疫合作

和全人类的健康安全作出的贡献得到高度认可。 当然, 国际舆论场中也仍然存在

所谓的 “中国源头论” “中国隐瞒论” “中国责任论” 等荒谬论调,③ 对我国的

新冠疫情防控进行恶意污名化。 与之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

任务。

(四) 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历史经验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国共产

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 总结了党成功的十条经验,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 今后怎样继

续成功的真谛。 海外学者持续关注这一课题, 既关注中共百年历史上第三个历史

决议所总结的十条经验, 同时也进行了自己的探索, 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

如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掌握先进理论的政党。 德国左翼党元老委员会主席、 原民

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 (Hans Modrow) 表示, 中共中央拥有明确的纲领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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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拥有创新能力

和贯彻能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应对世界的变化, 实现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①

中国共产党具有优秀的品格。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

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 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前接受采访时

表示: “中国的强大在于, 领导中国的政党能够放眼未来, 并从过去的包括别人

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个政党能够规划并制定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战略

计划。”②

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政治本色。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发表南非学生大

会副主席布伊莱·马蒂瓦内 (Bouley Mativane) 题为 《民主必须是关于国家与人

民的关系》 的文章。 作者表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始终把人民作为社会持

续变革的主要动力, 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这令人欣赏。 近年来, 中

国共产党将 “全过程人民民主” 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理念, 并努力将其和相关

的民主价值观转化为有效的制度, 并确定了使中国更加民主和接受其他重要价值

观的具体行动。③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改革发展道路。 西班牙 《起义报》 中国问题

专家胡里奥·里奥斯 (Xulio Ríos) 认为, 坚持 “中国特色” 是中国自身发展道

路的旗帜, 这也意味着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外交干涉。 这一承诺得以激发出强大

的政治创新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这种明显的差异化, 使中国共产党有能力

制定一个独有的战略, 并坚信, 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 任何国家都无

权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 中国政府特别关注优化 “制度优势” 并突出制度的有

效性, 从而为社会提供稳定和进步的福祉。④

中国共产党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党形象深入人心。 肯尼亚首都调频网站作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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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芬·恩代格瓦 (Stephen Ndegwa) 表示, “中国共产党为其他国家选择自主发

展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样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的和平崛起真正具有历

史意义, 在全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①

总体来看,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百年光辉成就予以较高评价和认可, 并

善于从中国共产党自身优秀品质、 理论创新、 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理解中国共产

党取得成就的内在动因, 不断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总结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执政经验。 与此同时, 国际舆论中也存在对中国, 尤其是

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诋毁、 抹黑的言论, 迫切需要我们让世界真正了解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认识中国共产党 “来自于人民、 植根于人民、 服务于人民”

的政治本质。

(五)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及优势的研究

党的力量在于组织, 中国共产党历来都把组织体系建设放在至关重要的位

置。 当然, 海外学者对中共的组织体系也一直给予高度关注。

关于中央领导体制。 有学者关注了中央领导小组与委员会的设置问题。 日本神

奈川县防卫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佐佐木典彦从政策整合和行政协调的角度研究分

析了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CDR 领导小组) 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CDR 委员会) 在政策制定中的功能和作用, 认为二者都是 “政策调整工具, 从

CDR 领导小组到 CDR 委员会的转变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其顶层设计和利益协调的

‘控制塔’ 作用”。②

关于党员干部队伍。 杰罗姆·多永 (Jérôme Doyon) 等人从党员干部的忠诚

度角度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招募和教育, 认为 “对党员干部的忠诚行为的强

调是中共包容战略的一部分, 因为它旨在确保新成员和多样化成员的忠诚度, 并

有助于提高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的适应性和韧性”。③

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彭轲 (Frank Pieke)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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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当前中国共产党将其组织力量进一步扩展至居于国外的党员, 并尽可能组织海

外党支部活动, 其目的是 “为中国全球化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确保中

国的行动者不会偏离中共的利益、 计划和目标太远”。①

总体来看,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给予较高的关注及多角度的研

究, 视角涵盖了党的组织优势、 党的领导力、 中央领导体制、 干部队伍建设及基

层党组织建设等, 也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取得的成就, 认

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及韧性。 值得注意的是, 受传统海外

中国共产党研究固有的视角和体例影响, 海外学者倾向于从 “精英政党” “派系

模式” 等非科学客观的角度去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问题, 研究也存

在一定的主观臆断、 先入为主的不足。

当然, 与这些重大主题相比, 2022 年还有部分研究成果涉及其他议题, 但

在影响力方面无法与上述主题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 从 2022 年海外中国共产党

研究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的百年成就、 成功抗击新

冠疫情、 中共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及相关理论的创新等

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对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积极客观的主流认识和科学评

价, 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客观了解。 当然, 我们也要正视国际社

会存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诋毁和污蔑现象, 增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使中国共产党 “为民、 务实、

创新、 民主、 团结、 清廉、 坚韧” 等优秀品质更加深入人心, 最大程度消弭国际

社会负面言论的影响。

三、 海外中共研究前瞻

2023 年, 世界已基本进入后疫情时代, 随着疫情造成的影响渐渐远去, 同

时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优势

正在进一步显现出来。 与之相对应, 国际形势的日趋复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加深将使海外中共研究面临新的形势和局面, 由此也会使这一研究在对外传播中

担负更重要的使命。 就目前情况看, 2023 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海外中共研究将

呈现出如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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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外中共研究在引领塑造新时代海外 “中共观” 方面作用更加突出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得以兴起和发展, 同时

也深刻影响着海外各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评价, 我们称之为 “海外 ‘中

共观’”。 当前,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已渐成显学, 在各对象国和地区的 “中共

观” 引领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提供了认识中共的基本理论体系和话语表

达。 特别是对于引导形成关于中共性质、 宗旨、 历史、 成就、 能力、 形象等方面

的基本认知作用尤为突出。 从 2022 年海外中共研究的主题看, 海外学者关注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向世界传递了党的最新信息; 关注中国共产党引领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领导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等, 彰显了党的强大韧性和领导

力; 关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 经过不同解读形成了中共成功经验的海

外话语; 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及优势, 为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长

期执政的大党范例。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都为海外人士认识一个更加真

实、 客观、 全面的中国共产党打下了良好基础, 提供了重要参考, 也继续引领塑造

着海外 “中共观”, 这正是当前海外中共研究极其重要的价值所在。

(二) 海外中共研究进一步深化, 研究主题愈加广泛和富有针对性

总体上看,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正在逐年上升, 研究主题也愈加多

样, 研究问题更加深入。 从时间线来看 (图 1 所示), 改革开放之初, 海外学者对

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年发文量较少。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发文量略有上

升, 但受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影响, 再加上西方研究范式从 “政党” 研究转向

“国家—社会” 二元划分出现不适应性,① 海外学者依旧不够活跃。 21 世纪以来,

海外中共研究热度逐步升温, 以党的十八大为重要时间节点, 相关研究成果数量

持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进入新时代之后, 尤其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

中共二十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更加举世瞩目, 海外中共研究的发文量较之前期

有了新的跃升, 中共日益成为海外关注的核心议题, 世界各国也更加倾向于从中

共身上寻找百年大党的执政经验, 海外各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要干什么、

在干什么、 取得了哪些成绩充满兴趣。 从当前的海外关注度和发文趋势看, 中共

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 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将得到持续。

从研究主题来看 (图 2 所示), 根据海外中共研究关键词聚类的排序, 可以发

现海外学者高度关注中共领导人 (“Xi Jinping” “ Jiang Zemin”)、 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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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外中共研究领域发文量年趋势图 (1978—2022)①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firm”)、 中国共产党执政韧性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 行 政 体 制 改 革 (“ administrative reform ”)、 腐 败

(“corruption”) 等议题。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政党建

设、 反腐败等问题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因为这也是世界各国及政党面临的共同难

题。 今后, 这些议题仍将是海外中共研究继续关注和研究的方向。 ①

结合时间线性图谱 (图 3 所示) 来看, 改革开放初期, 海外学者主要聚焦中

共党史、 史料梳理和细节考证以及彼时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 领导人讲话和政策

路线等。②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海外学者将关注点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

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以 “威权主义” 范式解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 以 “精英政治” 视角解析中国民主化进程。 进入 21 世纪, 面对日益崛

起的中国, 海外学者纷纷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政党韧性的来源, 尤其

十八大之后, 海外学者从多个维度刻画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治图景, 着重

关注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 反腐败斗争、 中美贸易战等当代现实问题。 可以看

到, 海外中共研究正在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变, 将中国共产党分为多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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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来源于 SCI、 SSCI 和 A & HCI 核心合集数据库, 以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 检索时间段为 197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筛选条件设定文献类型为 “article”、 语种为英语, 共获得 1173 篇。
吕增奎: 《变革、 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近年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共产党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1 年第 3 期, 第 31 页。



系统进行考察; 从回溯党史转向剖析现实问题, 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影响国际社

会的重要力量加以分析。 ①②

图 2　 海外中共研究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 (1978—2022)①

图 3　 海外中共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线性图谱 (1978—2022)②

我们看到, 海外中共研究还未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体系, 也缺乏有关这

一研究领域的体系化著作。 因此, 未来海外中共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朝着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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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方向发展, 尤其是加强对海外中共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 加强区域国别划

分和横纵向比较研究, 凸显问题意识, 回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 推出相关系统

研究成果, 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三) 更加关注当代中国共产党研究, 而党史研究继续式微

对于海外学者来说, 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偏爱属于老一代学者, 随着老一代学者

的逐渐离去, 中共党史研究也在不断式微, 持续关注者越来越少, 更多的海外学者或

者是出于当下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去回溯特定阶段的历史, 或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与当代发展状况相结合,① 以历史眼光观照当下现实, 而综合性、 专门性的党史研究

越来越难得一见。 特别是对于中青年学者来说, 关注现实正在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 越来越多的成果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问题, 特别是新的重

大事件、 理论创新成果、 重大决策, 以及党的组织体系、 领导力、 党员教育、 干

部培养等议题。 2022 年 “中国共产党” 相关外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也证明

了这一点。 如图 4 所示, 2022 年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政党权力、 执政合法性、

民主化进程、 经济建设、 共同富裕、 反腐败斗争等现实议题, 同时还涉及官僚主

义、 民族主义等思想层面的问题。 具体来看, 仅 5 篇文章涉及中共党史, 聚焦特定

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史学考证, 发表在 《第三世界季刊》 (Third World Quarterly)、

《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等刊物上。

目前, 海外中共学者把当下现实问题作为主要研究议题, 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关注

度相对下降, 我们要正视和适应这一变化, 做到未雨绸缪。

(四) 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

对于海外中共研究, 中国共产党理应发挥主导作用, 以改变自身国际形象塑

造的被动现状。 为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

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形成同我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② 从根本上解决 “挨骂” 的问题。

中共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强中外交流, 主动对外发声。 近年来, 中国共产

党的对外传播开始步入快车道, 政党外交成绩喜人, 学术研究也渐成热潮, 特别

是中共国际形象、 海外 “中共观”、 对外传播的成果逐步涌现, 重大项目也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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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海外中共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2022)①

立项, 这为我们党通过引导海外中共研究打牢对外传播的学术基础创造了有利条

件。①伴随海外中共研究价值的日益彰显, 重视该研究领域的主动对外发声作用更

加刻不容缓, 这既需要我们继续推动海外中共研究的学术深化, 也需要我们积极

参与海外话语构建, 做好中外学术话语的相互转化。 与此同时, 海外中共研究中

外合作的融合趋势将日益凸显。 如 2022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 “新时代海外 ‘中共观’ 研究” 曾邀请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的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主任和博士卓 ( Joseph Fewsmith)、 陆伯彬 (Robert

S. Ross)、 古大牛 (Daniel Koss) 等几位教授参与项目, 他们都欣然应允, 认为

这有助于传承好其中心的中共研究传统。 实际上, 鉴于国内学者在研究和资料方

面较之海外有着更悠久的传统、 更权威的观点、 更雄厚的力量、 更丰硕的成果,

因此双方合作才能有双赢的结果。 对此, 已有更多学者走上这一道路, 中外合作

成果也越来越多, 如杨国斌同美国学者戴杰合编的 《党领导一切: 中国共产党不

断演变的角色》 等。 而大量华裔学者的崛起则更加印证了这一趋势。 进入后疫情

时代, 中外合作联合开展中共研究会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

(五) 新方法、 新技术运用日益广泛

当前,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越来越打上了时代烙印。 从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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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看, 已有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方法深受西方分析框架影响, 形成了 “精英主

义” “权力斗争” 等研究范式, 这些范式、 方法深受冷战思维影响, 具有严重缺

陷。 进入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 以跨学科研究为主的区域研究方法被美国学界

频繁应用于中国共产党研究。 80 年代以来, 欧洲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 “公民社

会” 等理论范式又成为美国中共研究方法中的时尚。 进入 21 世纪, 新一代学者

的研究视野更开阔, 方法更多样, 尤以民意调查、 数理统计等为代表, 并为美国

学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所使用。 今天, 研究人员已愈发重视通过实地考察来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党内变化、 未来走向以及民众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 可

预见的是, 为了适应不同主题研究的需要, 海外中共研究的方法会更加多样化,

交叉学科研究将成为主流。 从研究技术看, 未来的中共研究将会更加重视数字技

术和网络媒体的使用。 一是重视研究资料的数字化整理。 许多研究机构为了推进

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建立了专题数据库, 这极大便利了学者的研究工作。 例如,

2014—2019 年, 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史大年教授带领数位博士生建立了 “毛泽东

时代遗产” (Maoist Legacy) 数据资料库, 其中收录了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十几

年内发布的中央、 省级和地方性文件和许多 1976 年以前的官方文件、 亲历者口

述访谈记录、 私人日记和档案, 以及一些重要文件的英译本。 二是重视网络媒体

对自身研究成果的宣传普及以及在学术圈分享研究信息和资源的作用。 例如, 德

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建立了 “科隆中国研究在线” (Kölner China-Studien

Online) 数字平台, 该机构所有研究论文都可通过该平台直接下载。 与其相类

似, 德国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也将本所大多数研究论文在其网站上公

开以供读者免费下载。 国外许多高校的中国研究机构也都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使信息传播和资料搜集更加便捷顺畅。

2022 年的海外中共研究是以往研究的延续, 但更具有后疫情时代的特征,

随着一些政治性热点的消退, 海外中共研究的趋势会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 其作

用也会更加突出。

(责任编辑: 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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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gulate and incentivize research activities. Given the limited resource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llocate research funding appropriately with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Norwegian model,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is purpose. Bas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Norwegian
model,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inspiration and reform suggestions of the Norwegian
model for the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funding allo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Norwegian Model,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research performance,
research evaluation

Exploration of the Research Assessment Reform: Practices and Insights from
Research Assessment in Universities Abroad

Zhang Lin　 Han Yux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issued a series of research evaluation reform
policies, in which publication is no longer the only evaluation criterion. How to
implement the diversified evaluation and classified evaluation advocated in the policy
into the practice of research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at presen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research assessment in universities
abroad can provide insights into Chinese exploration. In this paper, we take six leading
countries in research evaluation reform, namely the UK, Germany, France, Italy, the
Netherlands and Norway, as case studies, and summarize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effective approach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evaluation subjects, evaluation system,
the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evaluation by subject classification,
and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Drawing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advocating for
diagnostic assessment, establishing systems considering diversified evaluation and
classified evaluation into account, emphasizing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establishing a national-level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 evaluation reform in China.
Keywords: publication-based evaluation, research evalu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2022:
Reviews and Prospects

Han Qiang　 Wang Ye　 Wang Yue

Abstract: The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made new
progress in 2022 by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while focusing on the new reality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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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y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verseas and domestic research. The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CPC in 2022 focused on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s
leadership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PC's successful leadership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vid - 19, the centennial journey and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PC,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strengths of the CPC, achieved new results and
formed new understandings. These new understandings have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deepening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CPC and shaping overseas “Views on the CPC”.
Meanwhile, these studies also present a new trend: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CPC play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leading and shaping the overseas “Views on the CPC” in the new
era; overseas research on the CPC has further deepened, and research topics are
becoming more extensive and pertinent; there is a greater focus on contemporary CPC,
while the study of CPC history is not enough;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PC in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CPC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new methods and new
technologies are widely used. Therefor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CPC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PC studies.
Keywords: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CPC, views on the CPC, 2022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omparative Law: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Wang Weichen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legal anthropology is essentially a
comparative legal study.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law does not give enough attention to
legal anthropology, and there is no intera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law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aw. As a “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
anthropology necessarily involves legal phenomena. Anthropology, which is devoted to
exploring cultural diversity, has always had a strong interest in comparative law. The
object of anthropological comparative law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se
characteristics show phases: from the early focus on non-Western and unwritten law to
the global legal pluralism after the 1970s. Anthropological comparative law mainly us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ethnography, while the specific ethnography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ouble case to trouble-less cases. In engaging in comparative law
studies, anthropology has used emic perspective on how to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foreign law.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omparative law i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to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law, it also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anthropology, comparative law, leg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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