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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命” 是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理念的重要视角,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历史主动精神。 从建构内容来看, 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核心要义的

话语, 以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为核心要义的话语。 从建构原则来看,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的确立深刻

反映了完成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 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的要求。 从建构指向来看, 应当优化话语表达

方式、 增强话语理论阐释能力、 引导话语服务实践, 不断提升话语的吸引力、 解释力和引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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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释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

务, 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鲜明使命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不仅如此, 通过耙梳党的重要文献

资料发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使命话语频频出现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和国家重大纪念和表

彰大会以及领导人的相关讲话之中。 如 “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
开创美好未来”①, “担使命, 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②,
“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恪尽职守、 勤勉工作, 决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③, 等等。 由此可见,
使命话语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而且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 中国

共产党已经建构了一套内涵丰富、 特色鲜明的使命话语体系, 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维度。
所以, 我们应当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的实践来理解使命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容、 原则和

指向, 以此明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和干什么的问题, 从而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的使命任务, 确保党和国家事业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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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的话语建构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 形成了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体系。 由于使命内涵指向的多元性, 使得使命话语的建构内容亦存在多元

性。 但是, 使命的内容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 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核心要义的话语建构、 以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核心要义的话语建构、 以为人类谋进步和为世界谋大同为核心要义的话语建构

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当代表达。

(一) 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核心要义的话语建构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宽阔的政党比

较视野得出的正确结论。 虽然, 世界上关于政党性质划分的标准有很多, 但最为根本的就是要看

政党是为什么人。 对于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神圣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 坚持以为人民谋

幸福为使命任务则是新时代的话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

为人民谋幸福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并形成了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核心要义的使命内容。
2018 年 5 月 4 日,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

根本立场,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① 历史表明,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难、 民族蒙

辱、 文明蒙尘之际, 中国人民长期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有效保障。
所以,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为人民谋幸福确立为使命任务, 希冀通过政党的力量来完成现代

国家建构, 彻底摆脱中国人民被侵略、 被压迫的命运, 从而为为人民谋幸福奠定根本政治前提。
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必然需要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任务的能

力, 这样才能将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真正付诸实践。 对此, 习近平要求, “不断提高为人民谋幸

福的能力和成效”②, 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切实提升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能力, 克服为人

民谋幸福过程中的困难, 不断强化勇于担当的使命意识, 多做为人民谋幸福的实事。 不仅如此,
为人民谋幸福也是衡量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的标准之一。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

标准, 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③ 毫无疑问,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 40 多年来

一以贯之的使命任务, 改革开放成效究竟如何, 归根结底就是看是否实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目

标。 所以说, 为人民谋幸福既是中国共产党肩负使命任务的目标, 也是使命任务本身的内容, 更

是完成使命任务的衡量标准, 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人的问题。

(二) 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核心要义的话语建构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发展历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高度一致的。 百余年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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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如今,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所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 使之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使命任务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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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难发

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需要全党为之不懈奋斗。 应当注意

到, 党的十八大以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频频出现于多个重要场合, 向海内外明确宣示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坚定不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比如, 2023 年 1 月 6 日, 习近平同土

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Serdar Gurbanguliyevich Berdimuhamedow) 举行会

谈时讲道: “中国共产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②;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中国共产党 “肩负着团结带领 14
亿多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③; 诸如

此类的表述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从民族发展的层面看就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这是因为,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世界各国的发展, 然而, 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面临着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了中华民族

最伟大的梦想。 所以, 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并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这充分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三) 以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为核心要义的话语建构

当今世界, 国与国之间、 政党与政党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早已形成休戚与共

的经济全球化趋势。 所以, 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不仅要从国内视野出发, 还应当以

海纳百川的世界视野来审视, 这就是建构以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为核心要义的使命话

语。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 “一百年来, 党既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也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④。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使

命任务应当从国内、 国外两个维度来理解, 这样才能形成全面、 准确的理论认识。 习近平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赓续了这一理念, 掷地有声地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党, 也是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党。”⑤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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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使命已经成为普遍共识。 同时, 还需要从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角度来理解中国

共产党的使命。 究其缘由在于,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蕴含着实现全人类解放的

政党基因, 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完成本国历史使命而奋斗, 而且还应当关注全世界人民

寻求解放、 自由的历史诉求。 对于当今世界而言,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要担负起推动人类社会

的发展进步, 形成人类社会发展共识, 稳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局势。 另外,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

执政的政党, 肩负着执政兴国的使命, 而今, 世界已经成为 “地球村”,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因此, 中国共产党开拓树立关照世界的宏阔视野, 在提升本国发

展水平的基础上, 向后发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彰显中国共产党

的政党担当和道义担当。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的话语建构原则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三个方面的使命内容遵循着一定的建构原则, 这就是立足党和国家的中心

任务、 体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 把握世界格局的深刻改变。
(一) 依据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建构

从词源解释看, 使命指的是派人办事的命令, 多比喻重大的责任。 使命可以理解为担当某

种重大责任的外延, 而重大责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就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这构成了使

命话语的生成基础。 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依据国内外发展形势, 提出与时

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心任务, 这些中心任务表现为党的政治路线, 体现在党的方针、 政策方面,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恢宏

史诗和赢得伟大荣光的重要经验。 为了完成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依据特定历史时

期的时空境遇明确具体的行动使命, 由此再衍生出系列使命话语, 这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

命话语的建构原则之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由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所决定。 自改革开放

以来, 党中央将经济建设确立为党的中心工作, 此后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核

心,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沿着所确立的中心任务前行, 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 所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亦是以完成党和

国家的中心任务为基点, 确保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在新时代稳步推进。 完成党和国家的中心任

务不是朝夕之功, 而是需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断努力奋斗。 因此, 新时代通过时代化的使命

话语来更加明确、 更加具体地展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的具体要求, 动员全党为之努力奋斗,
进而达成完成使命的目的。 实践表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正是立足完成党和

国家中心任务要求的生动体现, 旨在以完成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 担负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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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建构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 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话语建构原则, 明确了使命的发生逻辑、 实

践内容和价值旨归。 首先,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使命的发生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履行使命任务的发生逻辑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考察和解读, 但最为重要的维度就是对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的考察。 人民群众的支持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所在,
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所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正是坚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体现, 将

维护好、 代表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为坚定不移的使命任务。 其次,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是使命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人民谋幸福、 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等话语频频出现, 这些话语的共同指向都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

好生活,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②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表明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最后, 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使命的价值旨归。 检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是否高质量履行使命任

务, 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使命任务的旨归所在。 然而, 美好生活具有时代性、 发展性的特质, 决

定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 这契合了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任务的

历史进程。

(三) 依据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而建构

善于研判社会主要矛盾, 并且能够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而及时作出使命调适是中国共产

党一以贯之的历史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发生了三次主要的

变化, 分别表述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需要认识到, 社会主要矛盾既作为一种问题指向而存在, 同时也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而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党中央研判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后, 党的

全部工作都将依据社会主要矛盾而作出相应的调整, 旨在更好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这实际上就

是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任务的过程。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 这为使命话

语的产生提供了新的依据。 顾名思义, 如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词集中在发展不平衡和发展

不充分。 所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明确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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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第 765 页。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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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任务。 基于此,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 做好三次分配、 橄榄型分配结构、 高质量发展等使命话

语应运而生, 这些话语皆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具体表达。 由此观之, 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使命话语的产生和发展, 以深刻考量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为依据, 将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作为明确使命任务的基石, 并据此实施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努力实现协调发展、 均衡

发展, 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从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言以蔽

之,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话语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问题指向, 也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作为

重要使命,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新的征程。
(四) 依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而建构

2021 年 7 月,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 “100 年来, 中国共产党

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 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 促

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① 这句话包含了两层要义: 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不仅担当国内使

命, 而且还担当世界使命。 前文已经述及, 由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性质和独特的发展历程, 决定

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地具备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 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担当

的世界使命是立足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的总体形势而确定的。 因此, 审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

的建构原则必须立足世界大局来考量。 当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我们理解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世界使命的逻辑依据。 我们应当准确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 所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就变在前所未有、 百年罕遇, 具体指的是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

生深刻调整, 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

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 矛盾是贯穿事物发展全过程的, 应当准确认识矛盾, 抓住事物的本质。 故

而, 我们不仅要认识变的一面, 更应当看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破立并举的统一。 变局是

表象和问题的呈现形式, 我们要从变局中抓住发展的机遇, 担负起更多的世界赋予中国共产党的

使命任务。 所以, 中国共产党应当担负起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任务。 现实表明,
近年来, 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 但地区冲突、 对抗趋势明显增强, 部分国家还陷入了

战争泥潭,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变革的因素逐渐上升。 在此形势之下, 世界各国更加渴望和平、 发

展、 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故而, 中国共产党才反复提及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话语,
这是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形成的话语,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政党品格, 致力于

创造出更加繁荣、 安定的世界发展环境。

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的话语建构指向

结合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体系的建构实践, 今后建构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体系应当优化话语

表达方式、 增强话语理论阐释、 引导话语服务实践, 不断提升话语的吸引力、 解释力和引领力,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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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话语建构和完成使命相得益彰。
(一) 增强话语理论阐释, 提升话语解释力

马克思在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中指出: “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① 强

调理论必须达到彻底性, 方可展现出理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使命话语是以话语的形式而存在,
但本质是建立于使命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 今后发展使命话语体系, 应当从内容层面来

做好使命话语的理论阐释, 使人民群众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完成使命、 完成使命要求什

么、 又有何意义等内容。 第一, 讲清楚使命的形成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强调历史

使命, 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表现为赓续中国共产党竭诚为民的历史传

统、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论基因、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求以及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践必然等, 这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使命缘何而来的问题。 第二, 讲清楚使命

的内容层次。 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有着多重视阈, 既可以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视野讲

清楚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承担着什么样的使命任务, 也可以从横向的比较视野讲清楚中国共产党

是如何以政党的力量来推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 还可以立足当下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维度予

以理解, 这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呈现多元化趋势, 这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使命如何存

在的问题。 第三, 讲清楚使命的重要意义。 使命话语不仅能够深化人们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

使命的认知, 而且还能强化全党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自觉, 有效提升全党的思想凝聚力, 切实

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这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有何价值的问题。 简言之,
今后中国共产党要做好使命话语的理论阐释, 引导全党和人民群众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

履行使命、 怎样履行使命任务、 履行使命任务有何价值等问题, 只有对使命话语理论体系有了彻

底的认知, 才能将话语转化为履行使命的持久力量, 引领使命话语体系不断创新。

(二) 优化话语表达方式, 提升话语吸引力

话语的表达方式直接关乎话语的影响力。 话语的表达方式应当与人民群众真正的 “生活世

界” 有效连接, 以平易近人的话语方式传播真理。 毛泽东指出: “我们是革命党, 是为群众办事

的, 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 那就办不好。”② 中国共产党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政党, 始终坚持

群众路线, 这就必然要求党员学会说群众听得懂的语言, 我们将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形象地称为

“群众语言”。 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尤为注重语言表达艺术, 善于以 “群众语言” 表达话

语意涵。 如 “中国梦” “接着干” “啃难啃的硬骨头”, 等等。 这些话语既表达了什么是中国共

产党的使命任务, 同时也展现了履行使命之艰难。 需要认识到, 是否学会使用 “群众语言” 对

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至关重要。 习近平强调: “我们的方针再正确, 如果不被群众理解, 也难以

贯彻施行。”③ 这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学会用 “群众语言” 来做工作。 “群众语言” 所折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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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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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方式, 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表达方式应当具有吸引力, 容易被

群众所接受。 这启示今后发展使命话语应当不断创新话语的表达方式, 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习惯

和特点, 以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讲好中国共产党担当使命的故事, 讲好新时

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伟大变革的故事, 切实增强话语的吸引力, 吸引更多人民群众

的目光与关注, 让话语被人民群众更为自觉地接受。 话语的效力与话语的表达方式、 话语的吸引

力呈现高度的正相关。 因此,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与时俱进地发展话语, 而且要深度思考如何将政

治话语、 理论话语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群众话语”, 激起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 从而吸

引人民群众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完成使命任务的实践中来。
(三) 引导话语服务实践, 提升话语引领力

话语作为一种表达思想意识的载体, 是建立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因而, 话语必须服务

于使命实践, 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话语, 从而提升使命话语体系的引领力。 一方面, 要从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实践中发展话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也是中国

共产党所履行的使命任务, 从某种意义而言, 中国共产党完成使命的实践过程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实践过程。 所以, 发展话语应当紧密关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

史, 是如何站稳人民立场, 是如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
发展使命话语需要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汲取话语资源, 生动地讲好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故事, 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竭诚为民的价值理念。 另一方面, 要从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使命实践中发展话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明确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所以, 使命话语必须立足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艰辛探索中

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两大奇迹, 而且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毫无疑问, 中国式现

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任务最为生动的篇章, 发展使命话语应当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使人民群众更为贴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敢于担当使命任务所作

出的历史贡献。 话语只有从实践中来, 体现实践的成就和变迁, 才能有很强的引领力。 发展使命

话语需要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提炼话语资源, 并以话语力量来推进实践进程, 使中国

共产党更好地完成新时代的使命任务, 助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何锡辉系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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