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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自身建设的历史逻辑
———学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王 峰
(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矢志
不渝的奋斗主题。一百年来，为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党一以贯之地推进自身建
设，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伟大成就，证明党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进行的党的自身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了推进党的自身建设首先要在理论上弄明白党
的自身建设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成这样一个党等党
的自身建设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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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
出: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
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1］( P3) 习近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进程为标准，将党的百年历史划分为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并高度概括了党在每一阶段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目标所作出的阶段性历
史贡献。一百年来，党从一个 50 多人的小党，发展成
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带领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党之所以能够创造人间
奇迹，归根结底在于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住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主
题提出党的自身建设的目标任务，以“打铁还需自身
硬”的使命担当推进自身建设，使党始终成为领导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回顾、梳理
与总结百年来党自身建设的发展历程、内在动因、逻辑

特征与历史经验，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自身建设的历史进程
矢志不渝地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推进党的自身建

设，是百年来党的自身建设的鲜明特征，是党团结带领
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伟大胜利的重要经验。
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由于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
不同的工作侧重点和主攻方向，决定了党的自身建设
必须围绕某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和主攻方向来展开，因
而党的百年自身建设进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 一) 建设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而奋斗的党

进入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
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党是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毛泽东在《新民主
主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
中国，党的主要任务是“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
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
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
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
国”［2］( P663) 。为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
样建设党”这个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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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一大召开时，党对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组织
纪律、地方组织建设等涉及自身建设的问题进行了充
分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大提出了更加明确的
发展目标: “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
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凡
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
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
命的运动。”［3］( P162) 建设群众性和纪律性的党，作为
党的建设目标首次被提了出来。为适应大革命斗争的
需要，党的四大决定以支部为党的基本组织，在全国范
围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
律。大革命失败后，党将革命斗争中心转移到农村，开
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古田
会议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初步回答了党在农村
发展并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应该和如何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的问题。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这是
党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
合、实现理论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
险。为使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
务并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党针对自身建设存在的突
出问题，提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
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
的决定因素”［4］( P579)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
产党人〉发刊词》中完整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目标，即“建
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
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首次将
这个任务称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他说: “为了中
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
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
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2］( P602 )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涵盖了党的建设的理论方法和目标任务，是推动党的
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按照党的建设伟
大工程确立的党的建设目标，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整风
运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提高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能力
和水平。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
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
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
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
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2］( P674 ) 延
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自身建设探
索实践，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
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推进党的
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为党发挥在抗日战争中
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组织保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性质，制定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经过 28 年的艰苦
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
会条件”［1］( P4) 。

(二) 建设一个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标志着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
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如何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更好
地推进党的自身建设，以更好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
史使命，成为党自身建设面临的新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预防和克服党内产生的骄傲自满、
脱离群众、贪图享受、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问题，更好
地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成为
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实际上，在革命胜利前
夕，毛泽东就预见到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摆在党
的面前，所以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 “务必使
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 P1439) 新
中国成立初期，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的事件以及部
分资本家拉拢腐蚀党的干部等事件，证实了在执政条
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鉴于党内出现问题的特点和性质，党着重从以下
几个方面加强自身建设: 一是开展提高党员干部思想
水平和政治水平的整风运动，强化党员标准和基层党
组织整顿的整党运动，以及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中开展“三反”运动，重点解决党组织和党员思想作风
上暴露出的问题，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防止党员
干部腐化堕落。“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
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
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
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
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6］( P305)
二是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以及生产技术和管理方
法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领导国家建设的能力和水
平。三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选拔优秀的中青
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担负起组织和领导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从 1956 年党的八大召开
到 1965 年底，全国党员数量从 1073 万发展到 1895 万，
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岗位。”
［7］( P11) 四是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制定《关于增强
党的团结的决议》，修订党的章程，完善民主集中制和
集体领导制度，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
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
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8］( P234 ) 。除此之
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常任制也被写进党章，党内民主
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总之，这一时期，党的自身建设初
步解决了党执政后“坐江山”所面临的问题，成功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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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族人民巩固了新生政权，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
抗美援朝、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其他民主改革，确立了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
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
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 P5) 。

( 三) 建设一个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
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提高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成
为党的自身建设新的目标要求。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世
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党的自
身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凸显为能不能应对严峻的国际
形势和挑战，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出有别于苏联东欧社
会主义道路、呈现出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
路;能不能有效抵御消极腐败思想的影响，不断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确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能不能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
目标。1994 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把
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
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
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
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
［9］( P957)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为新时期党的
建设的任务被正式提了出来。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把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写进大会报告。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加强和改进党的建
设，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
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第二，“一定要坚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
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
大历史性课题”。第三，“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
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第四，
“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
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
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10］( P38) 。这个基本经
验，既是对党的自身建设规律的总体认识，更是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出了着力
点和发展方向。经过党的自身建设，党成功带领人民
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
物质条件”［1］( P6) 。

(四) 建设一个在新的历史方位全面领导国家建设
的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发展到新的历史方位。如何在新的历史方位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引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是党自身建设面临的
新的时代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
认识到影响党长期执政的因素仍然存在，防范风险挑
战的任务十分严峻。例如，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
纯洁性的各种因素仍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党
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
未得到根本解决。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和复
杂的，“四大危险”是尖锐的和严峻的。在此复杂背景
下，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客
观上要求党必须以自我革命来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实
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进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
现出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基于此，党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
任务要求，即“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
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11］( P14 ) 。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
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2］
( P71) 。

按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要
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内存在管党
治党宽松软的问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制定并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开创了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一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时期
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
见》等党内法规，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指明了方向。二
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党在充分发挥思
想建党的作用，从根源上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立科学合
理的制度体系，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常态化、长
效化。三是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实现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根据国家统计
局 2020 年调查显示，95． 8%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
遏制腐败充满信心，比党的十八大前的 2012 年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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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 16． 5 个百分点［13］。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
严治党的举措和成就表明，党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为目标要求，全方位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
使党得到了革命性的锻造，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和生机
勃勃，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
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
力量”［1］( P7) 。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自身建设的目标任务
从党的百年自身建设的角度看，党之所以能够带

领中华民族取得历史性、开创性的成就，是因为党在推
进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明确的建设目标，那
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
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
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尽管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各有不同，但是围绕这个目标任务的自
身建设是一以贯之、矢志不渝的。

( 一) 成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趋势，把握

住历史发展规律，就能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引领时
代前进方向，就能够更好地推进事业的发展。一百年
来，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毛泽
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分析谁能够引领中国革命
走向胜利时，明确指出: 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
一切人们，谁不懂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斗
争的特点和任务，“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
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
虫”［2］( P665) 。正因为党始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才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中抓
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在重大历史关头牢牢掌握住
历史的主动，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大革命失败后，党
在复杂的局势中牢牢把握住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趋势，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了中国
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抗战结束后，党从中国与世
界的客观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
愿，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
拥护和支持，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中变成现实。
20世纪 70年代末，党基于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准确判断，
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具
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后，党在统筹国内与国外发展局势和准确评估发展与
安全的基础上，制定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保证
了党在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
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成为一个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二) 成为一个人民衷心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个政党、一个国家，

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一百年来，党始
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初心使命践行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积极倾听人民呼
声，回应人民期待，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不会有一
个拥有 9500 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更不会有
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1934
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
向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阐释了解决好群众生活问题与推
动革命发展的逻辑关系，他说: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
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
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
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
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4］( P137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苦”
的民谣，便是苏区人民衷心拥护党的领导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在广大的土地上进行土地
改革，使亿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
主人，广大农民由衷地感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改
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人们在比较
中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
导的优势，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党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
根本出发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更加自觉和坚定拥护
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回顾党的历史，为什
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
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
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
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
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12］( P530)

( 三) 成为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的自觉的

无产阶级政党，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
质属性，坚持批判性和革命性推进自身发展是其鲜明
特征。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
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15］
( P588) 。一百年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克服各种危机，掌握历史主动，
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在于党在进行社会革
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及时消除党内存在的突
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党成为领导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1952 年 2 月
10 日，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判处死刑，有人认为他们
过去对革命有功，希望宽大处理。毛泽东则说: “正因
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
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
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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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108) 这是党坚守初心和使命，时刻自省、永不懈
怠，勇于自我革命的生动写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
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党自身建设面临的“四大考验”
“四大危险”等问题，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刹
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
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
患”［17］( P7) 。一百年来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生动说明，
党的自身建设是将马克思主义勇于自我革命的本质属
性贯彻到党的自身建设全过程的历史，显著增强了党
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造就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勇
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四) 成为一个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的根本性质，任何
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和发展的。党的百年自身
建设过程也是在不断解决矛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向
前发展的，形成了既波澜壮阔又异常艰辛曲折的发展
道路。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列，成
为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探索光明的引路人和带领中华民
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大革命的失败给党的事业
造成惨重损失，还要不要革命，还敢不敢革命，成为党
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
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
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
了。”［18］( P1036 ) 党的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
训的基础上，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
史性转折。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国内外、党内外弥漫
的失败主义情绪，中国共产党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大旗，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英
勇战斗，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党
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和克服权力腐败的措施，不断巩固
和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为抗美援朝、社会主义生产资
料改造、“一五计划”的实施等社会主主义革命和建设
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
党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团结带领人民开辟
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等历史
任务，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成功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
明，经历过各种风浪考验，党将更加自信地带领中国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 五) 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朝气蓬勃是生机与活力的体现，代表着未来的发

展方向和要求。党的成立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国
家出路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1923 年
孙中山在酝酿国共合作时，便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
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中国共产党无疑

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最大的动力。”［19］( P50 ) 一百
年来，党牢记初心使命，持之以恒地推进自身建设，及
时消除各种影响党的纯洁性、先进性的消极因素，使党
始终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是坚持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最
新成果为指导推进自我革命，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二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自身在各
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例如，针对党内存在的
分散主义倾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进行了坚
决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
九四二年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一
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
纪律性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
定，都主要是针对着克服这种分散主义倾向而发出
的。”［20］( P227 ) 三是党在百年自身建设过程中，矢志
不渝地加强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2021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党
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党
员总数为 9514． 8 万名，现有基层组织 486． 4 万个。其
中，35 岁及以下党员 2367． 9 万名，具有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党员 4951． 3 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52． 0%［21］。党
员是党的血液，大量新党员的加入，使党源源不断得到
新鲜血液的补充，自然也就呈现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和
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百年来，党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主题推进自身建设，取得了党的自身建设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成就。这一伟大成就，是党坚持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巨大成
功，是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管党治党的实践成果，体现
了党对坚持人民立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
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党制定纲领、路线的根本依据，党正

是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较快地解决了党的奋
斗目标、革命对象、革命动力、依靠阶级等重大理论问
题，建立起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这
是党在建党初期能够迅速发展并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重
要原因［22］( P106) 。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故步自封的教
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
法。党在百年自身建设过程中积累的一个成功经验，
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致
力于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
产阶级政党。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必须有无产
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
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使党员不仅在组织上
入党，更从思想上入党。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
中所指出的，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首先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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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
设”，“即使工人成分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
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23］( P386
－ P387)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执政党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
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24］( P276 ) 的问题，强调要
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
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
强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深化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
识。科学发展观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命
题，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
根本任务，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提供了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针对影响党长期执政的因素和防范风险挑战的任
务，党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开创自我革命新境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
政治保证。回顾过去百年，党的建设目标一直在“变”，
但是不管如何调整，“我们党是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及其
中国化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基本
方面是没有变化的”［25］( P13) 。

( 二) 牢牢坚守人民立场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

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这是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中所指出的: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
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
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6］
( P411) 党在百年自身建设过程中积累的一个宝贵经
验，就是认真践行党的宗旨，一以贯之继承、坚持、发展
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争取民族
独立和实现人民解放作为党的奋斗目标。1922 年，党
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
“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3］
( P162) ，在党的身上刻下了人民性的鲜明烙印。随着
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深入，党对人民群众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认识逐渐深化，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注
意工作方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工作，密切联系群
众，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党的自身建设，壮大革命力量。
1945 年党的七大将“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并以党章形式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在领导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坚决反对党内出现侵害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始终保持与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1964 年 1 月，毛泽东在会见希腊文
化代表团时讲道: “我们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
民之上。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是剥削者的儿子，

不能摆官僚架子。”［27］( P307 ) 改革开放后，党充分尊
重人民主体地位，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
动力作用。2009 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8］( P144 ) 是我们党加强自身
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我将
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
政全部活动之中，推动党的自身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回望过去百年，正是因为党牢牢坚守人民立场，始终相
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
从人民群众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支撑自身发展的力量和
智慧，从而支持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且在
实践中对人民立场的认识更加清晰和坚定，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更加自觉和主动。

( 三)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建

党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
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曾明确强调保持
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的重要性，“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
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
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
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29］( P739 ) 。
严明党的纪律作为制度治党的突出表现，同样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点内容。列宁在领导俄国苏维埃
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在巩固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如
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
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
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
住。”［30］( P134 － 135)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自
身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坚持将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
设，并将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坚持思想建党
与制度治党相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农村
斗争环境下党员成分复杂、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
党员占绝大多数的问题，党高度重视在党内开展思想
教育，肃清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同时，党通过制定和完善党的章程，制定关
于党的领导、党员纪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制度建设
进行了初步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丝
毫没有放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如新中国成立初期
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目的在于提高党员干部和一般党
员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整顿党内不正之风。改革
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总结过去党的制度建设存在的问
题时，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4］( P333 ) ，开创了党的制
度建设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依
靠思想建党打造从严治党的思想防线，依靠制度治党
打造从严治党的制度防线，二者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实践证明，

·6·



随着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不断深入，党
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认识逐渐深化，使加强制度
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使加强思想
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推动党的自身
建设事业不断向前迈进。

( 四) 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管党治党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经验。
早在建立之初，党就专门制定了相关纪律要求，以确保
党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如: “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
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
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
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
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3］( P163 ) 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清除党内骄傲
自满、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不正之风，始终牢记“两个
务必”，根除各种影响党执政的错误倾向。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
勇气推进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
政水平，确保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制定和

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
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
响。一百年来，党始终把彻底的自我革命摆在党的建
设的核心位置，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
断提高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
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总之，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过程中，基于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历史主题，一
以贯之地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确保
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
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当前，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是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新时代伟大社
会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党必
须持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升党
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 － 1949) :第 1 册［M］． 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 － 1949) :第 16 册［M］． 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
月) :第 7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刘中．新中国 70 年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本实践及
启示［J］．红旗文稿，2019，( 20) ．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
月) :第 24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5．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3］刘廷飞．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
［EB /OL］．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 － 06 － 30，ht-
tps: / /www． ccdi． gov． cn /yaowen /202106 / t20210629 _
245027． html．

［14］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17］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 人
民出版社，2018．

［18］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宋庆龄选集( 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0］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1］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21 － 07 － 01

( 5) ．
［22］李斌雄．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百年基本经验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1) ．

［2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 － 1949) :第 22 册［M］． 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5］欧阳淞． 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关于百年党的建
设史的几个问题［J］． 中共党史研究，2021，( 3) ．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7］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 5 卷［M］． 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 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1．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0］列宁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乔学杰)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