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３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Ｍａｙ．２０１７
　第４４卷 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４４Ｎｏ．２

　　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６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２３５９．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研究评述

季春芳，李正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２４８８）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 进 行 了 艰 辛 的 探 索，并 以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了 治 国 理 政 的 动 力、

路径和方向，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局面，提供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范式，并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提供了历史经验与有益参照。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对于深化该时期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研究以及推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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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 成 立 初 期，面 对 新 生 国 家 亟 需 恢 复、稳

定、发展的特殊境况，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进行了

艰辛的探索，并以实践行动诠释了治国理政的动力、
路径和方向。近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热点，并取得了不

少成果。本文就这些主要成果作一粗浅总结，以期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研究

和新时期中 国 共 产 党 治 国 理 政 的 实 践 发 展 有 所 助

益。
一、治国理政的动力———以人民为中心

治国理政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治国理政就没有了

目标指向；没有人民群众，治国理政就没有了力量源

泉。坚持以 人 民 为 中 心，是 治 国 理 政 的 动 力 基 础。
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治国理政的动力

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障人民利益、肯定人民地位这两

个方面。
（一）保障人民利益

中国共产 党 来 自 人 民，植 根 于 人 民，服 务 于 人

民，并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保护和

发展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保障人民安全，实现人民利益，是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
安全利益是人民群众的首要利益，也是其他诸

多利益的前提保障。在旧中国，基层百姓一直处于

被压迫的状态，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长期处

于战争状态，百姓们颠沛流离，生活毫无保障，甚至

生命安全都遭受着威胁。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人

民群众的安全，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

留任务的同时，还领导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

革命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并对社会风气进行了

治理。沙健孙分析了抗美援朝伟大的历史意义，指

出抗美援朝在给予朝鲜有力支援的同时，“对于保卫

新中国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抗美援朝对

于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建设事业起到了保

障的作用”［１］；陈竹君、万川肯定了镇压反革命对于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全的重要作用［２］；刘世超

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旧社会遗

留问题时社会治理的经验，并指出社会治理对于国

计民生、社会安定起到了重大作用［３］。
经济利益是人民群众的基础利益，也是其他诸

多利益的物质保证。要从根本上、长远上保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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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利益，就必须进行生产力的变革。新中国成

立初期，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党和政府领

导全国人民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力整治，实现了国

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保障人民的经济利

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陶艳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实现对乡

村社会权利的渗透和控制，这无疑对中国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巩固了新政权”［４］；余平

总结了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成效，即

“整顿了混 乱 的 市 场 秩 序，确 立 了 新 的 财 经 管 理 体

制，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５］；宋建领高度评

价了三大改造，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我

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大解放

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６］。
（二）肯定人民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彻底实现了

翻身，真正成 为 国 家 的 主 人。１９５４年９月，第 一 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
并以国家最高法的形式，肯定了中国人民在国家中

的地位。
在国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稿》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强调“这（指《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比《共同纲领》规定的国家政权的提

法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而这正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核

心内容和基本准则”［７］，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对于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确认；郎友兴纵向

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９５４年、１９７８年 以 及１９８２
年宪法 中 对 于 人 民 政 治 权 利 维 护 与 保 障，解 析 了

１９５４年宪法中 人 民 政 治 权 利 的 享 有 及 其 重 大 的 社

会学意义［８］；韩大元论述了１９５４年宪法与人民代表

大会在 保 障 人 民 权 力、人 民 当 家 作 主 方 面 的 一 致

性［９］。

在政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法的

形式正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有力举措。万其刚梳理

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指出１９５４年的

宪法“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不仅正式

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开启了我国民主法

制建设的 新 时 代”［１０］。方 宏 伟、卢 正 涛 高 度 评 价 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人民地位的保障关系，指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发

扬民主的最好形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

现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人民

当家作主的最高形式”［１１］；沈寿文论述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对于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指出“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既是横向（水平）配置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

形式，也具备纵向（垂直）国家权力的国家结构形式

功能”，突出了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对于国家权力的

配置［１２］。
二、治国理政的路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

治国理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

产党是治国理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没有共产党的

领导，治国理 政 就 不 能 顺 利 进 行；没 有 共 产 党 的 领

导，治国理政就难以取得成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治国理政的必由路径。目前，学界关于新中

国成立初期党治国理政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坚持

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个方面。
（一）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表现和制度优势，亦是治

国理政的政治基础与首要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有

着绝对的必要性；坚持党的领导，还要讲究方法的科

学性。
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选

择。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方面，辛鸣阐述了坚

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实践逻辑，指
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党的

领导弱化、软化、虚化对于中国发展的危害性［１３］；杨

建指出，坚持 党 的 领 导，对 于 保 证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地

位、促进经济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政府的稳定以及

提高民族凝 聚 力 具 有 重 大 意 义［１４］；李 慎 明 认 为“坚

持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关键”，
他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

则和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

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本质”，“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需要“在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实践中不断坚持和改善

党的领导”［１５］。
科学的领导方法是治国理政的有效保证，治国

理政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要坚持党的科学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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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姜裕富、齐卫平分析了

党的领导与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与党领导一

切以及党的领导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之间的关系，
并指出“一元化是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领导一切是执

政方 式 问 题，纵 览 全 局、协 调 各 方 是 领 导 方 法 问

题”［１６］；朱佳木 通 过 对１９５４年 宪 法 的 分 析，指 出 要

“正确 认 识 和 处 理 依 法 治 国 与 坚 持 党 的 领 导 的 关

系”［１７］，并认为 坚 持 党 的 领 导 与 依 法 治 国 之 间 具 有

内在的一致性；常建宏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统揽全局，集中力量做

好中心工作”、“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
“广泛交流经验，提高工作水平”、“宣传发动群众，形
成强大合力”以及“加强制度制约，注重从制度上拒

腐防变”［１８］等方面。
（二）加强党的领导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中国共 产 党 执

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一方面取决于历史和人民的

选择，另一方面取决于党自身治国理政的能力。新

中国成立后，党就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

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了巨大努力。
从思想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

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的

改观导致了部分党员在主观思想上的蜕变。中国共

产党是治国理政的核心，为克服新中国成立初期党

内的不良思想倾向，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防范党员思

想蜕变，提高党员思想觉悟。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
张才良归纳了开国头三年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党在注重理论教育、重视

自身建设、理论联系实际等思想建设方面的重要经

验［１９］；曹伟丽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思想建设

历程，指出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以及“三反”“五反”运
动“大大增强了全党拒腐防变的免疫力”［２０］；欧阳恩

良认为党的思想教育“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

心，有力地保证了各项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为新民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２１］。
从组织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

内容。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

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党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有

效举措。罗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组织建设

的背景，包括“降低党员标准，党员质量下降；党员教

育管理落后，出现错误思想倾向；党组织分布不均，
党员结构不合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新生政权

的需要”，此外，他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党

员队伍建设的基本路径与历史经验［２２］；王先俊阐述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
包括“基层组织的整顿、建立新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

党员等方面”，并指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大意

义，即“不仅使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和富有

活力，而且也为党的执政治国活动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组织支持”［２３］；赵铁锁、秦明月论述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党对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指出“中
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开

展干部教育工作，在全国建立了较完整的干部教育

体系，使干部教育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系统化

的轨道”［２４］。
从作风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

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掌握全国政

权的党，并以执政党的身份控制和监督国家政治权

力。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的问题，在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新环境下，如何认

识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如何廉洁自律以加强治国理

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课题。
王传利从制度建党的视角，解析了从制度上反对腐

败、肃清党 风 的 重 要 性 与 紧 迫 性，并 强 调 了“三 反”
“五反”运 动 对 于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党 风 建 设 的 重 要

性［２５］；张鸿石、周喜华从“加强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

作风，实现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加强党的廉政作风

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以及“改进党的工作作风，
提高党的政治领导水平”的视角，阐述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党的作风建设的三重维度［２６］；高建林则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党风廉政建设的朴素理念出发，引导出

“开展专项斗争，惩腐倡廉”、“建立监督机制，监督保

廉”、“整党整风，整党促廉”以及“加强理论学习，自

律思廉”的党风建设的具体措施［２７］。
三、治国理政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治国理政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

义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治
国理政就会失去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就

会走上邪路。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治国

理政的方向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工程。通过开展各种社

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

位，建立了与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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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路

径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即围绕

抗美援朝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围绕土地

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阶级教育，围绕知识分子问题

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指出了应该确立马克思主义即工人阶级的

思想领导，切实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提高劳动

人民的觉悟 和 理 论 水 平。王 磊 系 统 阐 释 了 自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抗美援朝、整风运

动以及土改运动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教育

的策略与启示［２８］；佘君、李燕详细描述了在党内、知

识分子以及广大农民中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的具体

措施［２９］；谢迪斌深入剖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结合

乡村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实践［３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还成功地

把马克思主义由党内扩展到了党外、由老解放区推

广到了全国，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域取得了一系

列的成就，并为后期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积累

了有益的经验。黎见春从“整肃精神市场，扫清马克

思主义传播的障碍”、“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性

权威”、“促成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化”以及“营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氛围”等四个方面总结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３１］；
李祥兴从顶层制度设计、围绕中心工作、回应和引领

社会思潮以及综合运用多种载体平台的视角对新中

国成 立 初 期 马 克 思 主 义 大 众 化 的 经 验 进 行 了 归

纳［３２］；曾向阳从 坚 持 党 的 领 导、建 立 管 理 体 制 和 开

展宣传工作的角度凝练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巩固和

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执政能力的历史经验［３３］。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领域的一项艰巨任务。新中国成立后，
为实现党在治国理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中国共产

党攻坚克难、勇于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为发展马克思主

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成果

的具体表现上，姚 宏 志 认 为，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 是 马 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稳步推进时期，该时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取得了诸如“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党在过

度时期总 路 线”和“八 大 前 后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探

索”的成果［３４］；闻 君 宝 认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在 知

识分子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并认为知识分子改造

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 中 国 化 史 上 占 有 重 要 地 位，是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进 程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一

环”［３５］；梅荣政、荣枢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

果［３６］。在成果的贡 献 者 上，王 心 月 认 为，毛 泽 东 对

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大贡献，“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不懈探索与

努力追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直接理论

渊源和历史实践基础”［３７］；耿显家认为，新中国成立

后，陈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陈

云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

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

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３８］；
陈答才认为“周恩来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的核心成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３９］。
四、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以及需要继续研究的

问题

作为学界兴起的热点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具有一定

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成果，但由于“治

国理政”具体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加之理论研究本

身也需要有一个自然发展的生态过程等原因，目前，
有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研究

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也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该问

题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一）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目前，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总体上还不够醇熟完满，现有成

果大多都是 附 带 于 其 他 问 题 之 上 的 较 为 浅 层 的 论

述，其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研究视域不够广角、研究

内容不够丰富以及研究方法不够多元等方面。

１．研究视域不够广阔

从研究视域来看，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微观研究颇多，宏观研究

较少。首先，较少有学者从“治国理政”的宏大视野

出发，来全面定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思想的具体概念，深刻剖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体系，集中展示党的

第一代中 央 领 导 集 体 的 治 国 理 念 和 执 政 方 略。其

次，较少有学者从整体性的思维出发，在分析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 国 共 产 党 治 国 理 政 思 想 微 观 层 面 的 同

时，建构一个系统完备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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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有机整体，当前，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全貌还有待于进一步呈

现。再次，较少有学者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整体

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在中

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与伟大意义。因此，打开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视角，从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

度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进

行谋篇布局，是深化该领域研究的必要之举。

２．研究内容不够丰富

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实践研究颇多，理论研究

较少。首先，较少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的立场，从国家专政和管理的双重职能的维度，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时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的学理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对于治国理政的思考与探索，是在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国家学说基础上的开拓与发展，深入研究马

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新中国建立后治国理政思想的

选择与构建甚是必要。其次，较少有学者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动态演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过程

中的演进路径、深入阐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

域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细致分析其与毛泽东思想之

紧密关系。因此，丰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内容，在具象的实践案例

之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

进行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是深化该领域研究

之必然之举。

３．研究方法不够多元

从研究方法来看，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历史研究法运用的

颇多，综合研究法运用的较少。首先，多数学者是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历史时期来研究与治国理政相

关的案例，历史研究法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史实

的梳理整合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就新中国成立

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这一复杂研究对象来

看，单纯的历史研究法还不能够多维立体地展示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全部内涵

与意义。其次，较少有学者结合政治学、哲学、社会

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进行分类与综合研究。新中国成

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十分

广泛，单凭某一学科某一方法很难达到预期研究效

果。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

主义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整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

究，是深化该领域研究的有益之举。
（二）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一个起始阶段，但

根据现实需要以及理论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高潮很

快就会到来。在接下来的研究当中，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缘起生成的逻辑路径、
战略布局的内在机理、本质特征与性质特征以及客

观作用与历史地位都是我们需要集中研究的重点问

题。

１．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

想缘起生成的逻辑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

着逻辑严密的缘起及生成路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与大国治理优良传统是其历史逻辑，新生国家亟需

恢复、稳定、发展的刚性需求是其现实逻辑，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指导是其理论逻辑，当时苏联社会主义

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是其实践逻辑。这四重逻辑环

环相扣、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的逻辑有机体，生动形象地传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萌生的逻辑进路。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缘起生成的路径

内蕴着丰富的哲理，体现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的大智慧、大逻辑。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缘起生成的逻辑路径，是当

前我们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

２．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

想战略布局的内在机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

着内涵丰富的战略布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外交以及军事等多方面的内容。在治国理政

各个内容层面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内

在关联。政治体制的建构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前提

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本质要

求，思想文化的繁荣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
区域社会的安定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具体要求，外

交局面的打开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国际要求，军事

力量的强大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安全要求。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蕴含着深

厚的智慧，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彰显了党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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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把握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战略布局的内

在机理，是当前研究中我们需要解决的客观问题。

３．阐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

想的本质特征与性质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

着鲜明的本质特征与性质特征。新中国建立的是无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体现

了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特征。人民性反

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

上的价值取向；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表现，是从全局

和长远的高度对人民性的升华；马克思主义性指引

了治国理政的社会主义方向，并决定着中国共产党

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

度和思想境界的高度。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

综合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

能力的基础上，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在实践中摸索

出了一套具有科学性、战略性和创造性的治国理政

思想体系。科学性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党的治国理政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战略性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治

国理政能够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创造

性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

够立足实际、不断创新。阐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鲜明的本质特征与性质特征，
是当前研究中我们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４．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

想的客观作用与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

着重大的客观作用与重要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

初期中国共 产 党 治 国 理 政 思 想 有 着 重 大 的 客 观 作

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即时

效应来看，经过建国头七年的国家治理，我国已经从

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转变为一个繁荣

昌盛、欣欣向 荣 的 社 会 主 义 新 国 家。１９５６年 底，我

们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造，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程度较之１９４９年建国时前进

了一大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的长远效益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的成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持续发展、为世界

体系中中国影响力的增长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方面，它是在综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上，对中华民族大国治理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开创了

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它又是对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应用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参照。分析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客观作用

与历史地位，探讨其对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的观照，是当前研究中我们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结语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

之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也为以后更进一

步的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但由于“每个时代都

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的

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

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 ……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

出新的疑问 并 给 出 新 的 答 案 的 新 历 史”［４０］，加 之 已

有成果还有诸多有待拓展与深化的空间，因此，在新

中国成立初 期 中 国 共 产 党 治 国 理 政 思 想 这 一 课 题

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以历史眼光和历

史思维剖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

想的各个维度、各个层面之外，我们还要以时代眼光

和战略思维去关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

动向、新举措，要始终本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理念，力求使我们的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为党的

中心任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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