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实现现代化强国和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必由

之路，仅就其制度而言，具有社会开放、创造性

破坏和法治环境等特征，属于有助于现代化发

展和解决贫困等问题的包容性制度，原因是这

种制度使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参与政治、经济等

各个领域发展过程的权利，拥有分享发展成果

的权利。［8］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是

沿着包容性制度方向来推进制度建设的，广大

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参与范围越来越广泛，享

有的权利越来越多; 在经济上既从参与世界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收益，也从参与国内经济

发展过程中得到实惠。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现

代化能够连续保持 40 多年的高速发展，这在世

界上特别是大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比较罕见。

据此，如果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坚持走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保持并扩展其所具有的包容性制度

特征，那么就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现代

化事业的兴旺发达，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中

国现代化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进程

息息相关。第一个历史决议帮助形成了稳定

的现代化政治领导集团，并带领中国人民建立

了有效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近代以来

中国人在政治上站立起来的夙愿，为新时期的

现代化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制度和物质遗产。

第二个历史决议保证了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

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的探索，实现了现代化建设所需的长期政治稳

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现代化发展绩效，使中

国走上了富起来的康庄大道，为新时代的现代

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体制保证和物质基础。

第三个历史决议规划了新时代现代化建设两

步走战略，指出了建设过程中将面临的各种挑

战和困难，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应对之道，使中国步入了强起来

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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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

与时俱进的关系

夏春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党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①

与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所谓一脉相承，指三个文献前后承接而具有相

同点，不因时间变化而变化，如党的性质、宗

旨、初心使命等; 所谓与时俱进，指三者随着时

间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如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所面临的不同任务等，体现党始终勇立时代潮

头的信念和担当。说到底，这是辩证统一的关

系，即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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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一脉

相承”的关系可大体归纳如下。
( 一) 均坚守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懈

探索奋斗，初心使命须臾未曾改变。第三个历

史决议“序言”开篇就阐明了这一点，把百年党

史概括为“两个始终”: 一是初心使命不变，始

终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 二是理想信念不变，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

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贯穿

三个历史决议的一条共同主线。
( 二) 均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而唯物

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

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三个历史决议都是

坚持唯物史观的典范，在以大历史观把握历史

上前后衔接、高度一致。譬如，马克思主义“五

种社会形态”理论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历史演

进轨迹与“五种社会形态说”相吻合，同时又有

自身独特性。我们党创造性地学习、运用“五

种社会形态”理论，进而认清近代中国社会性

质，探索出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第一个历史

决议科学总结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致力于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

第二个历史决议科学总结建国 32 年来的历史，

包括正确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肯定了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探索新实践; 第三个历史

决议分四个时段科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重点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

新探索新成就，深刻揭示了党带领人民走出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

必然性。再如，三个历史决议均坚持人民的历

史主体地位，深情回顾党与人民群众患难与

共、风雨同舟的光辉历程。第一个历史决议明

确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第二个历史决议将群众路

线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

之一，强调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第三

个历史决议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

“十个坚持”，第二条为“坚持人民至上”，强调

“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

的政治”; 在展望新征程时，强调“全党必须永

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在决

议全篇共出现 249 次，是名副其实的热词。
以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所形成的历史

观即正确党史观。三篇文献均正本清源、激浊

扬清，有力回击了抹黑、诽谤党史的错误言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叫嚣要取消边区、取消共产

党及其武装，毛泽东曾从十个方面对边区和国

民党统治区作对比，严正表示“陕甘宁边区是

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

地”。［1］第一个历史决议开篇即指出，党在为实

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 24 年奋斗中“取得了

伟大的成绩”“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

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

“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

“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

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

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习近平同志就第三个

决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强调，要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

质，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澄清对党

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

解。［2］第三个历史决议“序言”郑重强调“全党

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并说了一句

画龙点睛的话:“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 三) 均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产生深远

影响

与在其他场合总结历史、作出结论有所不

同，专门召开中央全会审议历史决议、对历史

·11·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国的发展



作结论，其权威性、正规性无可比拟，影响巨大

而又深远。第一个历史决议为七大顺利召开

作了铺垫、定下基调。六届七中全会闭幕两天

后，七大召开，回顾建党 24 年来的奋斗历程，系

统阐述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深刻总结作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党的建设的

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

为三大作风，标志着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第二个

历史决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总结

和阐释，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在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上的具体表现，把毛泽

东思想活的灵魂概括为事实求是、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 另从十个方面总结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现代化建设

正确道路，从而科学揭示了坚持与发展、继承

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第三个历史决议科学总

结党的百年奋斗光辉历程，重点总结十八大以

来的 9 年，对新时代作出新概括、提出新认识，

作出“两个确立”这一贯穿全篇的核心论断，全

面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从而深刻诠释了我们

党过去何以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

功，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提供了遵

循，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走好新的长征路的

科学指南，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
( 四) 与 前 两 个 历 史 决 议 的 基 本 结 论 相

衔接

前两个历史决议对我们党前 60 年历史，即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

已进行认真总结、作了结论。第三个历史决议

与之相衔接，沿用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并且

明确指出: “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

一致。”“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

反正胜利完成。”再以对重大事件的评价为例，

第三个历史决议称十年“文化大革命”为“十年

内乱”，是一场“灾难”，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定

性完全一致。这从侧面说明，党起草历史决议

时慎之又慎、精益求精，所作的历史结论具有

权威性，经得起时间检验。

二

与前两个历史决议相比，第三个历史决议

的“与时俱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着重从大历史观系统总结党百年奋

斗的重大成就及历史经验

三个历史决议的主旨均为总结历史、展望

未来，但产生在不同年代，对应不同的历史任

务，在具体内容上有明显区别。前两个历史决

议都是在党内对党史存在重大认识分歧的背

景下制定，着重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

第一个历史决议重点总结从 1927 年大革命失

败到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这十年历史，旨在清

除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明确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以促进党的团

结和思想统一。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是在历

史紧要关头，妥善解决了党内历史遗留问题，

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在指导思想上

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使全党在高举毛泽

东思想伟大旗帜、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

上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
第三个历史决议则不然。不同于前两个

文件侧重分清历史是非、总结历史教训，而是

如标题所示，重点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

换新天。”作为走过百年峥嵘岁月、具有重大全

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

国共产党以胜利者姿态总结自身的百年奋斗

史，充分彰显了百年大党的成熟、自信和万丈

豪情。
( 二) 及时总结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每

一个历史决议都是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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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都及时回答了时代之问、人民之问，都致力

于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既不

丢掉老祖宗、又讲出新话，生动体现了党在理

论创新上的与时俱进。
第一个历史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上的杰

出贡献，为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

作了很好铺垫，使全党在思想上达到空前团结

和统一。第二个历史决议论述毛泽东思想作

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高度肯定了进入

新时期逐步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正确道路，实际上初步揭示了邓小平理论所

着力解答的问题，即我们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随后推进理论创新、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作了很好铺垫。
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了新概括新阐述，将其核心内容

概括为“十个明确”，指出该创新理论用一系列

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解答了新

时代的诸多重大课题，包括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什么样的、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

设什么样的、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这就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该创新理论的

内涵。决议作了新定位，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的飞跃”，即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新

飞跃”是很高的荣誉和定位，具有引领、开创意

义: 毛泽东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

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邓小平理论

为开端，接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具有引领、开创意义，开启了新一

轮理论创新。
( 三) 及时总结党的实践创新成果

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导，理论

创新推动实践创新; 通过及时总结提炼实践中

产生的新鲜经验，实践创新又反过来推进理论

创新，形成良性循环。在带领人民朝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不懈奋进的光辉历程中，党

经历不同历史时期，所处历史方位不同，面临

的主要任务不同，实践的具体内涵自然各不相

同。随着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党的理论与实践

也不断向前发展，鲜明体现了与时俱进。以对

外关系为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仅在

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实行局部执政，对外仅

限于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故第一个历史

决议数次提到共产国际、苏联和斯大林。新中

国成立后，长期遭受西方国家军事威胁和经济

封锁; 中苏关系恶化后，又骤然面临苏联施加

的巨大压力。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 1971 年恢

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次年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

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第二个历史决

议从十个方面概述建国 32 年来取得的主要成

就，将外交工作单列出来阐述。决议将毛泽东

思想活的灵魂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在阐释

“独立自主”时，强调要走适合本国特点的建设

道路，同时明确表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

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

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

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

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这

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巨大转变，反映了认识和

实践上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

开放不断打开新局面，从起初的沿海开放转为

全方位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同时始

终以我为主，坚决抵御全盘西化。进入新时

代，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

部风险挑战，我国不信邪、不怕鬼，同时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引领人类进步潮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第

三个历史决议充分体现了这种变化，阐述外交

工作所占篇幅大为增加: 分 13 个专题详细论述

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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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其一是外交工作; 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

义概括为 5 条，其一是“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

进程”; 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十条，

即“十个坚持”，“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

路”“坚持胸怀天下”都涉及对外关系。
再如，第二个历史决议以阐述党建、政治、

经济为主线，文化、社会等方面附带提及，生态

环境方面只字未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对内改革最早从经济领域入手，随后扩展

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致力于推进综合性

改革。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这一新课题，由此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总体布局，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

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带领全党全体

人民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第三个历史决议充分反映了这种

巨大而深刻的发展变化，从 13 个领域全方位总

结党和国家事业在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发
生的深刻变革，包括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这三个方面。
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一

百年来，党带领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理论

创新、实践创新不停歇，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
领历史发展大势，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设计者、主心骨和领路人。
( 四) 作出“两个确立”新概括

前两个历史决议都着重论及党的中央领

导集体和核心以及党的指导思想。百年党史

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坚强的领导核

心、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根本性问题。第三个历史决议作出“两个确

立”这一新概括，构成贯穿决议全篇的一个核

心论断。“两个确立”是既成事实( 十八届六中

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是五六年前发

生的事，早已成为共识和常识。诚如决议所

言，这“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

愿”。作出“两个确立”新概括，写进总结百年

党史的历史决议，便成为历史性结论，其权威性

不可比拟，顺应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时

势需要，是含有深意的战略安排。
查第 7 版《现代汉语词典》，“确立”作“稳

固地建立或树立”解。［3］“核心”地位一旦确立，

就具有稳固性，不因时因事而变，不因职务变

化而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讲，在邓小平理论之

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再以领袖名字命名，

直到十九大才有变化。“新时代”是个大的时

间概念，包括 21 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这意味着我们今后的理论创新是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框架内

进行，是对后者的坚持、丰富和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LSYZD21002)

研究成果］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 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2021;《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 合订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本文相

关引文均引据这两个版本，恕不逐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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