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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国际社会积极

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三）

海外舆论高度赞誉百年大党凝聚青春力量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青年视为推动历

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注重在革命、建设和

改革过程中指引青年发挥生力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

进一步彰显中央对中外青年友好事业的重视。大数据

结果同样显示，国际舆论对我党与国内外青年的交流

互动充满探索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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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共产党不断凝聚青春力量。不

少外媒与专家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海内外青年群体

的吸引力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中国道路获得更

多认同。

图 1：境外媒体涉“中国共产党与青年”报道数量趋势图

据专业数据库统计，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

外媒对“中国共产党与青年”相关话题的报道量达

3272 篇，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推高国际舆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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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及东亚国家媒体表现较为突出；智库机构也加大

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青年的吸引力。

图 2：美国不同年龄段群体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另据海外多项调查与研究显示，“Z 世代”这一

代“互联网原住民”对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认可

度、接受度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位居其中。根据英国舆观公司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

《美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看法》调

查结果，美国“Z 世代”对“社会主义”的好感度从

2019 年的 40%升至 49%；35%的“千禧一代”和 31%的

“Z 世代”支持逐步淘汰资本主义制度并向社会主义

迈进。

【编者注：维基百科对不同年龄段定义如下：Gen Z（“Z 世代”），

出生于 20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Millennial（“千禧一代”，

又称“Y世代”），出生于 20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Ge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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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世代”），出生于 20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20世纪 80 年代；Boomer

（“婴儿潮世代”），专指出生于1946年至 1964年；Silent Generation

（“沉默世代”），出生于 20世纪 20 年代中期至 20世纪 40 年代初。】

庆祝建党 100 周年之际，境外媒体热议中国共产

党对青年的感召力不断提升，年轻人入党热情高涨。

同时，外界也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以创新方式吸引青年、

凝聚青年，引领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和全球治理，

以实际行动彰显青春价值。

过去 100 年，中国共产党深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

重大转变，愿意创新方式吸引年轻人。中国共产党通

过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消除绝对贫困、保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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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赢得人民支持。年轻人已经感受到强烈的信息，

即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秘籍之一正是对年轻人的适

应能力。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

对于中国许多大学生而言，入党似乎是一种本能

追求。青年们认为，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击

退了外国殖民者，建立起今天强大而繁荣的国家。受

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表示，入党是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法国新闻媒体网站Worldc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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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部分来源于中国科技的

飞速发展以及近年来国家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一些青

年党员放弃在中国大城市的高薪就业机会，选择去农

村开展工作，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对年轻人的强大吸引

力。

——新加坡《海峡时报》

中国共产党持续感召年轻人，一位青年党员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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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这个拥有百年历史且组织纪律严格的政党的价值

观。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和无产者，再到企业家，中国

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且始终坚持最初的信念。中

国共产党希望吸纳更多年轻人，他们是成长在经济迅

猛增长时期的新一代。

——智利《信使报》

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后疫情

时代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国家的成功与

民族自豪感结合起来。2020 年，党员人数创纪录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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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243 万人，大约 80%的新入党人员年龄在 35 岁及

以下。2021 年党员增长速度更快，前 6 个月就有 231

万名新党员。20 岁左右青年看到的是一个繁荣而自信

的中国。

——路透社

海外不少媒体、智库和民调机构的调查与研究发

现，国外青年一代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看法相比上

一代更加正面，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对中国共产

党的发展持积极预期，一些青年表示愿意成为中外交

流的桥梁。采访和调查同时也发现，“自信”“自豪”

“爱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流价值判断，他们认为

“中国无需走西方的道路，中国道路或许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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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调查报

告显示，年轻人的对华看法较为正面。在加拿大、美

国、德国和英国，更多年轻受访者对本国与中国的关

系持合作态度。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20 年的一项调查

也发现，年轻人比年长者对中国的看法更积极，与 41

岁以上的人相比，“千禧一代”对中国的看法更为正

面。英国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政治、历史和国际

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本杰明∙巴顿认为，西方一些年轻人

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是未来

世界变革的潜在领导者。

——香港《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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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主席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

青年代表回信的推动下，海外青年承诺成为中外交流

的桥梁。曾参加“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的两位巴

基斯坦青年称赞中国政府鼓励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互

学互鉴，他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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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因素促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留学生离开西

方特别是美国，这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潮流。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人员 2020 年的一项调查

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青年在支持本国政府方面

的提升最大。专家指出，很多年轻人认为美国正在衰

败，中国则可以避免这些缺陷。中国青年更加自信，

认为“中国无需走西方的道路，中国道路或许更好”。

——英国《经济学人》

当代中国青年对美国政治制度和“美式民主”变

得日益冷漠甚至持负面态度。与之前一两代人曾经欣

赏美国价值观、电影和品牌，以积极眼光看待美国政

治、经济、科技进步不同，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态度

表明美国的吸引力正在消退。“千禧一代”和“Z 世

代”都不再偏爱美国的文化、商品和价值观，而是更

加爱国，并且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骄傲。

——香港《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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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许多年轻人不仅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感

到愤怒，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理念也越来越不屑。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将对中国的未来以及中美关

系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可能使在西方

受过教育的许多中国年轻人相信，中国的政治制度和

社会价值观能够带来比西方价值观更好的结果。当下

的中国青年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更爱国的一代人。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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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于互联网飞速发展时期的年轻人，虽然没有

亲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质变，但在强起来的民

族复兴之路上，已经表现出爱国的自豪和自信的底气。

——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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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优兔发布视频，播放

青年受访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青年纷纷表示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正在加速走向复兴，中国共

产党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彭博社

项目组：于运全、孙明、李阳、宁雨奇、王尧、刘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