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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起来”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分析
 

陈学明  陈  鹏 

[摘  要]中国要进一步“强起来”，必须继续坚持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实现中国“强起来”的至关重要，除了必须

牢记历史的经验和对现实的正确把握，还离不开正确的理论导向。这一理论就是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的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

具有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理论使我们知

道，要使中国“强起来”就必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从严治党，使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有了切实可靠的保证。 

[关键词]强起来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合法性  权威  从严

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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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学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哲学院特聘

教授；陈鹏，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92）。 

中国的“站起来”与“富起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这是谁

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对于中国要进一步“强起来”，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中

国“强起来”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对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

的强调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绝不是一般的政治观点，也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它有着与

中国走向“强起来”相一致的政治寓意和政治内涵。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对实现中国“强起来”的至关重要，除了必须牢记历史的经验和对现实的

正确把握，还离不开正确的理论的导向。这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

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性与深刻

认识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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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必须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P10)他还指出，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2](P432)那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期更加突出和强调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这是由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第一，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各种利益关系的复

杂程度前所未有，国际上大国角力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国人民必须更加凝聚起来，而能够把全国人民更

加凝聚在一起团结奋斗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九大报告制定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新的奋斗目标。但这一奋斗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这里的关键是要统筹各方面工作、协调各种利益、理顺重大关系，把党心、

民心凝聚在一起。试问，在当今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力量能履行

这样的职责、具有这样的力量呢？中国人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有血性、能

团结战斗的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一个民族的团结，是力量之源、胜利之本。

中国人民过去吃“涣散”“一盘散沙”的亏还少吗？中国只有在诞生了中国共

产党以后，才由涣散走向团结、由分裂走向统一、由懦弱走向刚强。当今中国

确实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把整个民族和国家团结在一起，凝聚

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无人可及。中国共产党能够画出凝

聚各方面力量的最大同心圆。 

第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确保人民利益至上，如何

确保人民主体地位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和迫切。一种政治力量，只有“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把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视为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才

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才

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当今中国，这种政治力量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一个政党的阶级本性，就在于其代表性，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体现了其人民性。

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人民”一词是党

的十九大报告用词最多的词汇之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出现 203 次。在报

告开篇，习近平就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P1)在报告的“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部分中，习近平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的人民中心、人民主体、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当家作主

以及民生改善保障等论断。有这样一个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党来领导，就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提供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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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带领中国人民行进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的领导力量，会面临新的重大风险和考验。承担着重大历

史使命的政党只有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内部存在的严重

隐患，更新内部的政治生活气象，促使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好转，才有可能给自

己的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显然，中国共产党具备这样的条件，也只

有中国共产党具备这样的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成

效卓著。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1](P61)向全党提出要深

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

期性和复杂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

首位，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还就如何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的干部队伍、如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制订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党的十

九大报告特别表现出了“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坚如磐石的决心，“无

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

不想腐的自觉”[1](P66-67)这些气吞山河、铿锵有力的语言，震撼人心。面对这样

一个立誓要“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1](P67)的政党，人民

群众选择她、信任她，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

只有审时度势，自觉地带领人民迎接和适应这一新的时代，按照新时代如何“强

起来”的要求，及时地提出新的目标和方向，才有资格和可能带领人民群众奔

向无限美好的明天。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

出了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 [1](P10)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新的历史方位建立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了变化这一科学依据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1](P11)这确实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

行思考，得出的正确结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而努力奋斗的承诺，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切关注和广泛拥护。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群众心里非常明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就意味

着不仅可以满足“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而且还能满足在“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意味着可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创建新的人的存在方式，跨进新的人类文明。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

党必然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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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了领导中国人民走向 

“强起来”具有合法性 

《共产党宣言》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这里深刻地阐述了为什么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以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

党的性质和宗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

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3](P41)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代

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的未来。“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

是革命阶级本身。”[4](P194)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从而自身也成了一

种“最强大的生产力”。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身处“社会的最

下层”，对于它来说，没有什么必须保留的东西，只有摧毁保护私有财产的一

切，并实现全社会所有，才能翻身解放。 

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它赋有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推翻资本

主义社会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历史使命。那么，它究竟如何才能完成这一历史重任

呢？马克思和恩格斯中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建立无产

阶级独立的革命政党，即共产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

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力量，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历

史使命的根本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道：“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

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

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3](P40-41) 

《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

样的呢？” [3](P44)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回答说，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

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

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3](P44)这就是说，共产党

的性质是完全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

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谋利益，除了忠实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共产党

没有自身的什么“特殊的利益”。共产党倘若在无产阶级利益之外还有自身的

什么“私利”，那么它的性质就改变了，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政党了。而无产

阶级的利益又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高度一致的，从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总结共产党人的主要特征

的：“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

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

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P44)这就是说，共产党是这样这一个组织：



陈学明、陈鹏：“强起来”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52 

它以最坚决不移、始终如一的实际行动投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最透彻地了

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怎样的条件才能形成，其实际进程如何，最终它将产

生什么样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

的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忠实地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全心全意地为他们谋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是

由这一宗旨所决定的，今天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强起来”也是由这一宗旨所

决定的。  

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的“合法性”主要源自于以

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习近平之所以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

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成就，之所以在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来在国内外赢得

了巨大的声誉，关键在于他对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执政为民”这一点有着

深刻的认识并卓有成效地付之于实践。他提出了“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的

著名论断，这一论断鲜明又简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之

所在。他所说的“人心向背”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整体性、实践上的整体性、历

史上的整体性，而且在内容上具有民生和民主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这个“人

心”既包括反腐败的大快人心，也包括促进民生的大获人心，是大快人心的反

腐败和大获人心的促民生的有机统一。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提出，中国

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

脱离群众。[5]他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讲话中指出，“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6](P424)他说，“接过历史的接力

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6](P4)这是重大的责任。“这

个重大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6](P4)他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

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6](P4)所有这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目标”。他向全党全国人民作出承诺：“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

甘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

满意的答卷”。[6](P5)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更是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1](P21)

作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5 年多时间过去了，

人们看到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肩负起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大的责任”，相应地，人

民群众也衷心拥护和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

根基越来越牢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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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的最大理由。 

在认识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的合法性时，千万不

能陷于“宪政民主”的陷阱。马克思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宪政民主”

的所谓“合法性”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系统往往被冠之以

“宪政民主”，殊不知这种“民主”实际上只是“形式民主”，资产阶级政治系

统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维护“形式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的基础之上

的。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合法性”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为

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方式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着自

己的与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合法性”标准，自有其特有的“合法性”资

源。如果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把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合法性标准引进来，

以此作为用以衡量自己的“合法性”的标准，那么必然会陷入执政“合法性”

的“宪政民主”陷阱。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以及自身的性质是不可

能推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的。如果在走向“强起来”的过程中，把西方的

所谓“宪政民主”照搬到我们中国来，那么，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丧失对中国

“强起来”的领导权，当然，中国也不可能“强起来”。 

三、要使中国“强起来”就必须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

的相互关系。对此，列宁有一段著名的话：“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

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

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

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

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

主持的。” [7](P21)列宁的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相互关系

以及他们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对于群众与阶级，对于群众、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容易理解，关键在于要

理解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人民群众、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伟大

的历史任务，不仅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而且还得有自己的领袖。对政党的需

要和对领袖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党，

就好像要到达美好的彼岸，却缺少航船；而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倘若没有自

己的领袖，就好比即使有了到达彼岸的航船却缺少驾驭航船的舵手。这就是

说，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

领袖，正是因为在奔向美好彼岸的航程中，需要有舵手驾驭航船，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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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胜利。对于领袖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马克思这样说道：“如爱尔维修所说

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

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4](P432)列宁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历史上，任何一个

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

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8](P286)“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

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

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9](P505)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关键在于他们一方面没有特殊的个人利益，体现着无产阶级大公无

私的高贵品质；另一方面他们既是革命家又是思想家，既能从理论上解决极其复

杂的问题，又能领导党、阶级、人民群众进行实际的斗争，他们体现着理论与实

践的高度统一。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马克思是如何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

民的领袖的：“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

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 [10](P667)“最使那些微不

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

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

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

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

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的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

种基础上的。” [10](P646)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对领袖人物的充分肯定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

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学说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坚持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

在实践上不断批判和克服英雄史观，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创造历史的自觉

的主人，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不但认为人民

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又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

泽东这段话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经典表述：“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P1031)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在肯

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同时又承认个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甚至

重大的影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由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活动所构成

的，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总要对社会历史多多

少少起过一定的作用。历史人物作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历史任务的发起者，

则在历史上打着自己深深的印记。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无产阶级革命的伟

大实践赋予他们以其他一切历史人物不可同日而语的伟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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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对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辩证认识，引出了

其对领袖与群众相互关系的辩证分析。一方面，必须认识到领袖的巨大作用归根

到底是由群众给予的，而且领袖的作用总是通过群众的实践体现出来的，倘若没

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不管领袖的思想如何正确，都不可能付诸现实，从

而领袖必须依靠群众；另一方面也得承认，群众确实需要领袖，如果没有领袖，

群众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领袖的引领和组织，

群众再美好的愿望都会成为泡影。 

当明白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仅要有自己的政党，而且也应有自己

的领袖这一点后，就会自觉地去维护和拥戴自己的领袖。从这一意义上说，对

人民的领袖的维护就是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维护。维护和

拥戴自己的领袖，这是出于阶级的自觉，出于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

平早在 1956 年党的八大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对

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

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12](P52)维护自己的领袖，实际上就是维护领袖的

权威。把维护领袖的权威理解成搞独裁是片面的。恩格斯反对独裁，但他同时

又批判那种所谓“反权威主义”的论调。他说道：“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

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13](P337)他还这样

形象地表述了权威的重要性：“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

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

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13](P337)他还这样

严厉地批判了反权威主义者：“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

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

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

是为反动派效劳。” [13](P338)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只有维护领袖的权威才能增强党的战斗力，确保

党的事业的发展，这一理论被党的十八以来的现实所确证。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在“强起来”的征途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权威的不断增强同步的。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是中

国走向“强起来”的政治保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维护权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四个意识”中，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基础性的、本质性的，是对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的检验和评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确立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

位、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三位一体的‘同心圆’，是领袖意义上的核心、政党

意义上的核心、国家意义上的核心的有机统一体，对于统一全党意志，步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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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具有重大意义”。[14]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清楚地表明，以中国国情为主

要依据，以执政政绩为主要参照，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主要依归，形成稳定的、

富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是全面发挥政党政治功能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保障，

中国是不可能“强起来”的。[14]在走向“强进来”的历史进程中，干部精英特

别是党的领袖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就要求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自觉地维护党中央权威。 

四、从严治党，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 

有了切实可靠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主要有两个部分：其一是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与宗旨，其二是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进行自己的建设。前者在当今中国的意

义是可以以此为依据来说明为什么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强起

来”；  后者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则在于中国共产党可在其指引下进行自己的建

设，使自己真正能够承担起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这一历史使命。当我

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说清楚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的阐述，在当

今中国要实现“强起来”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以后，接下来一个

问题需要论述的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即有没有这个能力带

领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这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建设。如果中国

共产党能够全面从严治党，致力于自身的建设，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领

导水平，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人民衷心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那么，中国共

产党就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如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那样，

率领中国人民进一步走向“强起来”。如何进行自身的建设？在什么样的思想

指导下进行自己的建设？毫无疑问，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理论就是

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特

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在这里再次充分地显示了

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有着系统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建设自己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定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政党，并从而系统地回答

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

党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

不仅创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使俄共（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执政

的党，而且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的新探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

的建党学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毛泽东建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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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长期执

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同时，以更为完备的形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

说。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十分丰富，既包括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策略

原则，又内含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

革命性和纯洁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一是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

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必须明确党纲，树立旗帜，一切加入无产阶级政党

的人，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科学纲领，而且绝不可以把党的最终目的变为空

洞的口号，而是应当把争得最终目的的斗争和当前条件所需要的政治行动密切

结合起来。二是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必须澄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党

的理论基础，“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都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

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 [15](P444)三是特别

强调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确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

本组织原则，恩格斯在晚年说，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

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

密谋狂的道路”。 [10](P200)四是特别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威与作用，认为

民主制与加强党的领导和权威并不矛盾，维护党的领导和权威是党的纲领和决

议得以贯彻执行的保证。五是特别强调坚持党的团结统一，尤其要注意党的中

央领导集团的稳定与团结，防止产生分裂的危险，列宁说，“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16](P470)六是

特别强调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尤其是密切联系的作风，坚决杜绝“人民的公仆”变

为“人民的主人”，认为共产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6](P626)

七是特别强调严格党内监督，通过健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促使党的领导忠诚地履

行自己的职责。八是特别强调要不断纯洁党的队伍，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旦成为

执政党，一些欺骗分子、危害分子就会“改头换面”趁机混进执政党里来，在

这种情况下，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

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16](P22)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建党的基本原则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从严治

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为如何“坚定不移地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和领导水平”作出了全面的部署。纵观党的十九大为全面从严治党所提出

的新要求和做出的新部署，不难看出，其中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动体现和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大强调“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

气象新作为”。[1](P6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

也达到了新的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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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事业视为伟大的社会革命，而又把全面从严治党视为确保这一社会革命

得以成功的“自我革命”。 

有人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很多腐败分子，就怀疑中国共产

党究竟还有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纠错、自我净化，从而怀疑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能

力带领中国人民进一步走向“强起来”。回避错误是一个政党虚弱的表现，马克

思主义的政党更应该敢于直面自身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光明磊落地面对了

自己的历史错误，包括今天党内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政党是为着实现一定的政

治目的而建立的组织系统，就其本意说当然不希望犯错误，或者说错误越小越好，

没有错误就意味着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古往今来，政党或者

团体、组织、政治人物，完全不犯错误几无可能，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例外。基

本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尽管犯过错误，但她是具有纠错能力的政党，能够

把握住纠错的时机，转危为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拥有能够纠错的思想武器，另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拥有民主集中制的纠错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

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也暴露出了腐败问题之严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但本

质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反腐败斗争，打铁还

需自身硬，“打铁”的人是中国共产党。一切有判断能力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

只有在早已轻装上阵、目标清晰、坚毅无比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带

领中国人民进一步走向“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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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stronger” Require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Marxist Party Theory 
 

Chen Xueming  Chen Peng 
Abstract：If China wants to “get stronger”, it must continue to uphold and safeguar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a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crucial to realizing China’s “getting stronger”. 

In addition to keeping in mi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he correct appreciation of reality, 

it is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correct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This theory is Marxism, 

especially the party theory of Marxism. The Marxist discourse on the nature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shows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termin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getting stronger”.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masses, classes, political parties, and leaders makes us know that to make China 

“get stronger”, we must uphold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its core, abides 

by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and administrates the party strictly, thus providing a 

solid and reliable guarantee for the CPC to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wards “getting stronger”. 

Key words：getting strong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t party theory, legality, 

authority, strengthen party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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