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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路线的明确要求。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强化政治功能，理顺隶属关系，优化组织设置，创

新活动方式，不断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努力把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第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

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保证。 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在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制

度中，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 党内监督缺失，其他监督必然失效。 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任务是检

查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强不强，保证全体党员、干部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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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为标尺，坚决查处思想上蜕化变质、政治上离心离德、组织上拉帮结派、行动上阳奉阴违的问题，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大政方针落实到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国家监察是对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本质上属于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我国 80%的公务员、95%以上的

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既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又具有高度互补性。在党内

监督已经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通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党内监

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

察全覆盖，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有力支撑。

重视政治建设是党历史实践的优良传统

李正华

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处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回顾历

史，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名称、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根本政治立场等方面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

属性和政治使命。 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纪律、政治规律和

政治策略等，一直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旗帜鲜明讲政治，注重政治建设，并根据不同

时期的中心任务确定政治建设的内容和具体任务，将政治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和其他方

面建设之中，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一、建党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

践，形成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建党初期制定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 政治纲领，是党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代表了党

前进的方向，表明了党的政治初心。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纲领》，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和奋斗目标等。1922 年，中共二大提出了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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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纲领，并且对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作了完整的阐述；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强调了

党员的政治责任、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问题。 党从成立开始，就注重对政治建设的探索和实

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党的政治建设内涵。

古田会议确立党的建设新思路。 1929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古田会议，毛泽东为古田

会议起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命题。 他严肃批评军事好

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好的观点，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1］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

化”。 ［2］要求全党关注政治建设，确立了“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党建新思路。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紧要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党。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 六届六中全会后，

毛泽东又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为党取得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党的七大前后形成毛泽东的建党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党的建设要同党的政

治路线紧密联系。他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抗大的首条教育方针［3］。他将政治建设纳入

党的三大基础建设之中，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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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成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相统一的党建思

想。 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看齐”问题，强调“看齐是原则”，“我们要向中央

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 ［5］1945 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时强调：

毛泽东的建党路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6］

为此，他把政治上建党与思想上建党一并称之为毛泽东的基本建党思想。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的政治信念，重视党的政治建设，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风险和困难

的考验，胜利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先后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和目标。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一再提醒广大干

部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重视政治工作。 1957 年 7 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努力造成

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7］

的政治局面。 这些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举措，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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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在开拓和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讲政治，强调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

他指出，搞经济建设、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 “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

治，威力就大多了。 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8］他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各级组

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

治上的一致。 ”［9］为了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

经验，1980 年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

风上的拨乱反正，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

重要作用。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出发，对党的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进行了新的阐

述。 1987 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 这一基本路线，是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党的政治建设本质要求的集中阐释。

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郑重提

出讲政治，并具体论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 1995 年，江泽民指出：“我这里所说的讲政治，

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在政治问题上，一定

要头脑清醒。 ”［10］他强调，善于从政治上提出和处理问题，保证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完成，是我们

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他把干部教育和党的政治建

设统一起来，在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并要求党员干部要善于判断政治形势、

分析问题。 世纪之交，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

以及如何建设执政党的根本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讲政治、

顾大局、守纪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自身的政治素质，要不断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党的十七大确立了以“一个主线、五大建设、一个目标、六项任务”为内容的党建工作总体布

局，进一步回答了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上将党的政治建设提

升到了新高度，形成了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

融为一体、更加重视党的政治建设的党的建设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后，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面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着的“四大危险”和

“四大考验”，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任务新要求，习近平反复强调全党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 他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

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11］他强

调，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党的十九大

明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并作为根本性建设，将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强调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理想、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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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定力、政治意识、政治勇气、政治责任、政治任务、政治品质、政治能力、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政治底线、政治上合格、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政治清明、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政治鉴

别力、政治敏锐性、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对党忠诚等一系列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的概念，将坚持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将坚守正确政治方向作为重中之重，将紧扣民心

作为最大的政治，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工程，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政治建设的

内涵和话语体系。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制度

化。 坚定党员的政治理想，提高政治素养。 出台“八项规定”，开展政治巡视，以强硬的政策措施

整治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 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

党的建设在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风肃纪、反腐惩

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历史表明，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正是因为对政治建设重视，党才

得以在历经种种考验、克服种种困难后，依然绽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光辉，充满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92.

［3］毛泽东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8.

［4］毛泽东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5］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8.

［6］刘少奇选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0.
［7］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3.

［8］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6.

［9］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6.

［10］江泽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57.

［11］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0.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几个历史经验

杜艳华

党的十九大强调把政治建设摆在自身建设的首位，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既是中国

共产党所处的时代特点、历史使命及自身现状决定的，也是党自身建设的规律使然。 回顾党的

自身建设的历史，总结其经验，便可以充分理解今天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政治建设的意义和

依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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