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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反对分散主义

分散主义主要指少数党组织和党员无视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不遵从党的法律法规，各行其是、

各自为政。分散主义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种违

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想单独行动

不顾集体协同，严重削弱以至于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的错误思想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面临的形势

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

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

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

的纪律和规矩。”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其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显得尤为重要。

从本质上来看，分散主义是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

义，更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

分散主义污染党内政治生态，影响党内和谐稳定，

对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危害较大，必须坚决地加

以制止和反对。

分散主义是党内基于地方本位主义、特定利益集团

之上的“权威”与“统一”的畸形变种。古代中国人的

自我认知具有双重性 ：一是将自我“内嵌”于家国的现

实伦理秩序而与天下沟通，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自我发展路径；二是认为个人是独立的“天民”，所谓“尽

心知性知天”，无需经过家国的现实秩序，而直接与天理

相通。中国文化中自我的这种双重性，形成了中国人性

格中看似相互抵触的两极，表现为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

义在自身中的统一对立，他们是严谨的家族主义者、忠

君爱国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他们又是自由散漫的自然主

义者，这种性格的“两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循环交替、

相互转换。这种文化思维、民族性格在现代政党实践过

程中经过适时地调整，在保障了党员自主权利的基础上

形成对党中央权威的自主认同，塑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的特性。然而，这种文化思维、民族性格也会在党内政

治中发生畸形的流变，导致分散主义的产生。这种分散

主义体现为，在少数地方政府和党的组织内部，漠视党

的统一领导、统一纪律、统一政策，自作主张推行地方

保护主义和部门封锁主义。究其原因，在于少数领导干部、

党组织与党员心存“天高皇帝远”的侥幸心理，以地方

情况复杂特殊为借口，以“我的地盘我做主”为行事方式，

在地方独断专行，大搞“一言堂”“独立王国”，谋求个

人利益，追求个人“突出政绩”。

分散主义是对“民主”和“集中”辩证统一思想的扭曲。

分散主义不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

【摘要】分散主义是一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想单独行动不顾集体

协同，严重削弱以至于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思想作风。进入新时代，加强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要增强核心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深化政治巡视，发挥好巡视监督利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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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与基础，发扬党内民主的

目的是为了集思广益，统一思想认识，保持步调一致，

在更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以达到更好的集中。分散主

义无视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 ：“党是根据

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

体。”然而，少数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只注重民主，忽视

集中，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与党离心离德，破坏“下

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突出表现为，

少数领导干部对事先定调的工作方式习以为常，重大问

题不经集体充分讨论就拍板定案，甚至对多数人赞同的

行之有效的意见与建议置之不理，大搞“一言堂”；少数

组织拒不执行或私自改变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或者在落

实上级党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擅自变通 ；少数领导班子只

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广泛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在

大事、要事上民主程序形式化严重。

分散主义是对党内组织和纪律的无视。分散主义与

自由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同于自由主义。毛泽东同

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

有的至今在党内还不同程度存在。如“自由放任，心目

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明知

不对，少说为佳 ；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命令不服从，

个人意见第一”。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对党的

纪律的漠视以及对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离心力。少数党员

干部在党组织内部自由散漫，漠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然

而，少数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非但没有时刻紧绷“纪

律”这根弦，而且还触碰纪律“高压线”，漠视党内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

活纪律，自由行动，游离于组织之外 ；对党内纪律缺乏

敬畏感，擅自参加违反组织纪律规定的非法活动，在组

织内部造成不良影响。

以史为鉴，认清分散主义的危害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对分

散主义这种顽瘴痼疾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并与之进行了

坚决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分散的游击

战争革命环境，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革命队伍，

导致党内滋生了“反集体的分散主义”的思想和错误行

为，对此，党中央坚决抵制。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对

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1938

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

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分散主义作斗

争的经验总结，也是全党必须遵守的纪律要求。在抗日

战争时期，针对由于游击战争环境及党员成分复杂而在

党的“某些个别部分中”产生的“无组织的状态”“独立

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错误倾向，中共中央政治

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了党的

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应当

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

的斗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于清除党

内存在的分散主义等错误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解放战

争后期，全党进行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纪

律教育和纪律整顿。1948 年，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关于

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在全党全军展开对执行

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有力地批判和纠正了当时党内

存在的自由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方便地方事务管理，中央在

地方一级设置行政机构，实行大区制度。然而，这一体

制成为分散主义滋生的“温床”。1953 年，毛泽东同志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 ：“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是有

发展的。……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

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

王国甚多，八百诸侯。”为此，毛泽东同志强调 ：“为了

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

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1954 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通过

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第二项规定即“党的团

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

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

这一规定进一步巩固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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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统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权力下放使地方积极性得到

了充分的发挥，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

1980 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明确强调 ：“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

邓小平同志指出 ：“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

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

是领导一切的”，坚决反对和惩治分散主义行为。2016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 ：“任何党组织和

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

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党的十九大报告

也提出 ：“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

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

最好的清醒剂。”中国共产党在巨大的成绩面前始终保持

头脑清醒，不仅善于从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

而且也善于从其他政党存亡兴衰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借鉴

与启示。回顾国民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分散主

义、派系斗争伴随国民党历史发展的始终，国民党的前

身——中国同盟会是由各革命团体组合而成，成分复杂，

成立初期，就存在着宋教仁、黄兴与孙中山的政见之争。

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呈现

相互交叉，分化组合的特征。如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地

方和中央的斗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矛盾与斗争。

总之，国民党内部的分散主义、派系斗争导致其政出多门、

纪律松弛、组织涣散，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凝集力和战

斗力。

新时代反对分散主义要增强核心意识，维护党中央

权威，坚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

分散主义是破坏党内团结统一的“毒瘤”，纠正党内

分散主义错误思想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是

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内在要求，

反对和纠正党内分散主义错误思想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和平

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对分散主义这

一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旗帜鲜明的

予以反对和制止。进入新时代，我们仍然要一以贯之，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反对分散主义。

增强核心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是要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从思想理论上厘清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涵本

质，以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坚定。唯物史观认为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无产

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人民成为历史主体的关键，而民主集

中制使人民群众作为有机的历史主体得以形成。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需要建立现代国家制

度，维护中央权威 ；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和政府要实行

民主集中制，要建立向中央报告的制度 ；邓小平同志也

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

领导是靠不住的。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

就是力量。因此，认同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捍

卫核心，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至

关重要的前提。当前，树立核心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

就是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首先，要积极宣讲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时对党中央政策进行

解读，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其次，要广泛开展党纪党风教育活动。

提升党员以及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守党

的纪律，提高自身党性修养。最后，要形成责任明确、

责任履行、责任追究的“三位一体”工作体系，逐级落

实，层层嵌套，不断强化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

使全党的行动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民主集中制既有利于激发全党的创造活力，又有

利于统一思想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分散主义。要坚持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

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二者互为条件，相

辅相成。新时代坚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

要准确把握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

统一。在现实政治中，不重视民主而只讲集中是个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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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导致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只重视民主而忽视集中

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导致组织软弱涣散，各行其

是。这两种思想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要按照民主集中

制原则办事。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广大党员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提意见，提真意见，允许不

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在思想上要不断提高民主素养，各

级领导干部要在广泛听取广大党员干部意见和建议的基

础上，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集中，

把各方面分散的、不同的意见掌握全、掌握准，提炼概括，

凝聚智慧，统一思想，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一切重大

问题和决策，经集体讨论和决定后，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坚决防止离开决定自由行动，也决不能在执行过程中打

折扣、搞变通。

新时代反对分散主义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深化政治巡视

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与政

治规矩。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

治规矩包括党章、党纪、国家法律以及党在长期实践中

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是要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自觉遵循组织程序，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不超越权限办事，养成汇报、请示的良好工作习惯，自

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牢

固树立党章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党章为行动总则，

在党组织里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绝不容许“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搞分散主义，团团伙伙、拉帮结派。

三是要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各

级领导干部要端正自身行为，将党员权利与义务相结合，

牢记党纪国法，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和资产阶级的腐蚀，

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四是要把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挺在前面。特别是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

到工作中和行动上，坚持执纪必严，有违必查，强化纪

律刚性约束，严肃惩治违纪行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对于那些无视中央权威，

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政治纪律处分。 

反对分散主义，还要深化政治巡视，发挥好巡视监

督利剑作用。一是政治巡视要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作为根本政治任务，以党规党纪为尺子，围绕党中央的

方针政策，加强对党章党规党纪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是政治巡视要发挥“显微镜”和“探照灯”的作用，

对被巡视对象进行全方位的“政治体检”，着力从政治上

查找、发现、解决问题。三是政治巡视要突出监督重点，

把主要领导干部作为巡视重点，切实加强对党组织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抓住管党治党

的“关键少数”，找准政治偏差，注重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由点到面，提高政治巡视的精准性。由于主要领导

干部责任重大、岗位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就反复强调：“把

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

办了。”这对管理好广大党员干部具有重要意义，而通过

政治巡视发现主要领导干部违法违规问题，会使巡视利

剑的震慑作用得到充分彰显，对广大党员干部起到警戒

作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北京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孙海星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研究”（项

目编号 ：20ZDA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及 2020 年度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建党以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机制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研究”( 项目批准号 ：2020MYB02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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