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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基本经验 *

The Basic Experience Analysis of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the
CPC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吴大兵 岳琦琳

内容提要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路径，形成了极具启迪意义的成功经验，包括：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的首要前提；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历史主题；把推动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问题；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

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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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ruling found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es exploring the path of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forming some very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cluding kee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of people centered which is regarded as a prerequisite to consolidate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holding and developing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political history
theme of consolidate the ruling foundation; promot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practice which is regarded as a
crucial problem of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insisting in enforcing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that
is regarded as an essential guarantee of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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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先锋队” 是其

阶级性和先进性最简明的概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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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 年将迎来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为全面回顾 40 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
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功实践经验与理论创新成果, 继续推进改革

开放。 现约请作者分别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基本经验和我国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并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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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以及社会主义事业

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出发， 重新确立了思想路

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推进改革开放，探索

出了巩固执政基础的新思路、新办法，积累了极

具启迪意义的成功经验。 在推进“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形势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

来的这些经验，对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进

一步推进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的首要前提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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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 ”[1]马克思主义政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就在于它为无产阶级

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改革开放 40 年来，作

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

政党建党的这一前提要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中，崇尚人民主体价值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夯实了党执政基础的动

力之源。
（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引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 也就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之根本。 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行进中， 宗旨意识就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

的首要遵循。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切实

顺应人民群众的广泛诉求， 充分激发和调动了

人民群众的力量，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社会

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
“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

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

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2]。 针对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的低落， 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

产党执政地位的消亡， 江泽民就如何夯实党的

执政基础，特别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

党的根本区别。 ”[3]新世纪，针对部分党员党性不

强、宗旨意识不高、先进性弱化等问题，胡锦涛

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

用、利为民所谋。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

杂的形势和矛盾， 面对人民群众更多更高的发

展诉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

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进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系列

民生问题的解决和发展等，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已迈上“新的发展阶段”。 可以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 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引领， 才确保了人民群众

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同， 在行

动上保持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践行，
从而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 面向未来，增强党的宗旨意识依然是中

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坚不可摧的力量源泉。
（二）以党的群众路线为实践发展根本遵循

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就是人民主体观的实

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中，中国共产

党人面对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与现实的机遇与

挑战，更深切感受到党的群众路线的现实意义：
“企图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

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 共产党员不

过 是 沧 海 一 粟， 不 过 是 人 民 大 海 中 的 一 粟 而

已。 ”[4]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面对改革的艰

辛和困难， 邓小平一再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极

端重要性，他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

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 ”[5]他要求

党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作为制定各

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面对少数党

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 江泽民指出，“一个政

党”，“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6]。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面对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在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上，坚信“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7]着

力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开启了中国发展新征程。
现实是： 正是由于党的群众路线一以贯之和切

实践行，才造就了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小康社会的实现、 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

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等， 才使中国共产党赢

得民心、执政地位巩固。 面向“新的发展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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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中国共产党更应该坚持好群众路线，以充

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使全社会的创造

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

勃开展。
（三）以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目标

发展是社会永恒的主题， 为谁发展则是实

践中首要明确的问题。 而如何保障发展中的公

正，则是人们普遍的诉求。 针对改革开放的根本

目标，邓小平视其为“实现共同富裕”。 简单而

言， 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

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改革

开放的具体实践中，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坚

持，到党的宗旨使命不动摇；从人民当家作主的

民主政治制度的安排， 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

建立、发展和完善及公正合理分配制度的制定；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备， 到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整个社会持续发展的考量等， 对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系统的思考和整体的制度安排与

大胆实践。 其间，邓小平更是提出了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江泽民强调要兼顾效率

与公平；胡锦涛强调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更是强调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每一个阶段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

的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使命。 经过前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努力， 我们已解决了 “温

饱”，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

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依法

治国，特别是实施了扶贫攻坚等系列举措，我们

正走向“小康社会”，朝着“强起来”的目标行进，
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认同感进

一步提高和加强。 可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

巩固在根本上缘于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以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目标。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的历史主题

由于各国社会制度、历史发展、经济基础和

文化传统各不相同， 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也各

不相同，形成和确立的制度也各具特色。 坚持走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我国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

择。 纵观改革开放 40 年的进程，就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中国

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过程。
（一）立足国情，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之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站在

历史的新起点， 作出了改革开放战略决策。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西方民主化席卷全

球，加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西方价值观念、
西方价值发展模式被吹捧为最好的 “版本”，对

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形成严峻挑战。 以邓小平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不仅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系统的科学设计，
并告诫全体同志，“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8]。 还多次强调说 :
“公有制”与“共同富裕”是必须坚持的“根本原

则。 ”[9]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10]这一重大历史主题。 以江泽民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建设的角

度，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 对如何坚持走好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都作出了深入的思考和重大的战略决

策安排，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的

主题，我们即可见其理。 回顾改革开放所取得的

成就、 反观拉美及非洲一些国家硬搬西方民主

发展模式的惨痛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强调： 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做出“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发展战略新设计，开启了当

代中国由大向强的新征程。 当代中国发展模式，
已日益凸显它蓬勃的生机。

（二）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

社会主义发展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 前苏

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及其东欧社会主义运动

的低落， 使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一历史难

题，显得尤为艰难和紧迫。 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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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路选择、发展战略设计、发展制度安排、发

展力量保障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当代中

国由大向强发展的时代目标， 以马克思主义为

方法指南，继续坚持这一“规律”的探寻，从中国

梦目标的确立、到“五大发展理念”的 要 求，从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探索， 形成了新时期新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

新， 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

认识。 正是中国共产党对这条建设规律的深刻

认识和遵循，才促进了中国的快速持续发展，才

使党的执政基础得到夯实。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

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优于资

本主义”。 [11]社会不断发展，实践没有止境。 面向

中国梦新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面临更多的任务

和挑战， 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中，更需与时俱进，进一步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才能使党不落

伍时代召唤，勇担历史大任。

三、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巩固党

的执政基础的关键问题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但理论又来源于实践。
马克思曾指出：“共产党的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

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2]。 恩

格斯更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13]。
本着“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

进战士的作用”[14]，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共

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做法， 其成功的又一经验

就是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一）以创新的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实践在发展，理论在丰富，时代性、开放性

是理论的必然属性。 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如何改

革开放，特别是如何认识和发展“市场经济”，邓

小平指出：改革需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5]。
邓小平所说的“试”和“闯”，说到底就是创新。 正

是有了这种精神的支撑， 邓小平提出了市场是

手段的论断等系列观点， 逐步发展形成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 针对民主政治建设，他

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

主义现代化。 ”[16] 他大力倡导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并强调要“民主”也要“法制”，更要“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等。 这些观点与认识与他相关的民

主法治建设、党政制度改革主张等一起，又逐步

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理

论。 在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和国防

外交上， 都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形成了系列观点

和主张。 它们一起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

中国的理论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正是在这

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发展才开启了“特色”
的新篇章。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针对党的建

设的时代需要， 从党要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代

表的高度，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

论有效地指导解决了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十六大

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着眼我国发展的资源困境和方式危机， 开创性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引领着中国的发展走向理

性和科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

主题，不囿于传统，与时俱进地进行了开拓性探

索：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了凝聚共识激发力量的

“中国梦”；在发展阶段判断上，提出了“强起来”
“新境界”的新认识；在发展方略上，提出了“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发

展理念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等。 其内容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构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

想，当前中国正在这一思想理论指导下阔步前行。
（二）不 断 实 现 理 论 创 新 和 实 践 创 新 良 性

互动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 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

创新良好互动关键的问题： 一是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指导。 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反复强

调，必须始终不能丢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丢了

就会丧失根本。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江泽民、胡锦

涛也曾反复强调，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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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和世界眼光观察和分析事物， 才能把中国的

事情办好，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党的十八大

以来， 习近平强调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17]中国

共产党人正是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

指导， 才使共产党人保持了实践发展中的科学

理性，审时度势地实现了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二是要做好深入实践调查研究。 早在革命战争

年代，毛泽东就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不仅在调查研究上身体

力行，同时还教育党员干部要“有足够的时间深

入群众”[18]，以便调查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接受

新意见。 江泽民、胡锦涛等继续坚持了调查研究

的好作风，提出了调查研究讲实效的要求。 党的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不仅率先垂范做好调查研

究，如 2016 年 7 次出京基层调研，足迹遍及中

西部和欠发达地区， 同时更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而且强调：“调查

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19]可以说，正是中国共

产党人始终坚持了调查研究这一优良作风，才

使党的理论、党的实践不断走向科学，实现了二

者的良好互动。

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巩固党的执政基

础的根本保证

江泽民曾指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根本在

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20]。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为担负历史重任，把建党、治党与

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为基本要求，着力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和

依法惩治各种贪腐行为，“党要管，从严治党”成

为中国共产党人巩固执政基层的又一重要经验。
（一）以思想教育推动党的建设

在保证党员干部经常性学习的情况下，结

合形势进行一定的集中教育， 是中国共产党着

力思想建党的重要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从新时

期新的特点出发，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不再搞运

动， 而是适当地开展以正面教育为主的集中教

育活动，来加强党员和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 如

20 世 纪 80 年 代 末 国 内 政 治 风 波 发 生 以 后 ，
1989 年中共中央决定从组织上进行一次认真

的清查清理工作，同时按照搞好思想整顿、加强

党的思想教育的要求， 突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从 1998 年底

到 2000 年底集中一段时间，为坚定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信仰、 教育干部始终同党中央在思

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密切联系群众、增强在复

杂形势下承受和抵御各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
2000 年底到 2002 年底， 为加强和改进党对农

村工作的领导， 切实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

问题，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学习教育活动。 从 2005 年初到 2006 年上半年，
在全党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党的十七大后，还开展了科学发展观学习活动、
创先争优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变化的形

势和党的建设的需要， 先后又开展了群众路线

教育活动、“三严三实” 活动，2016 年以来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全体党员中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这些活动都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取得了党的建设的预期成效，从而保

证了中心工作的推进。 实践证明：正是这些活动

的有效开展，才筑牢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础

和理论基础，为党的执政基础奠定了坚实根基。
（二）以制度建设推动党的治理

基于对中国发展的深刻认识和思考， 邓小

平指出： 制度是根本，“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

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21]。
1980 年，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 其后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不断出台，尤其是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反映了全党在这

个问题上的认识飞跃，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发展的需要， 提出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 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确保权力

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要坚持用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 决 策 权、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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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

和运行机制”[22]。 这标志着，制度建设已经作为

反腐的治本之策得到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更加高度重视扎紧、扎牢制度的笼子，着眼

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等各个方

面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先后制定或修改

完善了一系列制度或政策，如《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

规则（试行）》《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开展党

内询问和质询办法（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以及《关

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工作的通知》等其他具体规范性文件，这些系列

的制度和政策， 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 “制度

群”。 正是制度建设贯穿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

程，才使党的建设不断走向规范、走向科学。 为

确保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

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依法严惩贪腐行为纯洁党的组织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 党员干部中的腐败更

是对社会危害至深。 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就

强调，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 因此

对“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23]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惩治腐败，净化党员

队伍，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邓

小平就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 还是出在共

产党内部。 ”[24]并强调，要使我们的改革更稳健，
更扎实，更快，就“要反对腐败”并贯穿于“整个

改革开放过程中”[25]。 江泽民也提出了要从党和

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反腐重大意义， 把反

腐斗争进行到底。 胡锦涛也强调严肃查办领导

干部滥用权力案件决不能手软。 严厉惩治经济

领域内犯罪、 严查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日

益走向经常化、规范化，可以说严惩腐败贯穿于

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共产党人从转变作风入手，通过反腐败发力，
用制度作保障，用信仰塑灵魂，从小到大、从外

到内，标本兼治、固本培元，实现了反腐败：坚持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这些举措有效净化了

党风和政风，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

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赞同， 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

和加强。 依法严惩各种贪腐行为，依然是我们纯

洁党的组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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