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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陈 理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深厚理论渊

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来源于我们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来源于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

和历史性变革伟大实践中，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对于

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 党的二十大 “两个确立” 历史必然性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 “‘两个确立’是党在

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

素”①，并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②。这是深刻总结党的十九大

以来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作出的重大

政治论断，是学习领会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聚

焦的核心内容。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

性，对于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凝心聚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深刻

领悟 “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两个确立”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

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

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

大实践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两个确立”深厚的理

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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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

( 修正案) 〉的决议》，载《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报告的决议》，载《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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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深刻领悟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核心

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建

党学说中，蕴含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的重要思想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创建世

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和

领导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伟大斗争实践中，

进一步深化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核心的认识。这可以从

四个维度来理解把握。
1． 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维度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

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决定着

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决定着教育及其

发展。这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伟大发现。恩格斯

在评价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性贡献时指出:“正

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

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

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

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
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

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

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

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做得相反。”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群众不仅

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

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这是唯物史观同过去

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区别。在唯心史观看来，精

神决定物质，人们的思想动机、杰出人物的主观意

志或者某种神秘的精神实体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

本原因，往往把帝王将相或者英雄豪杰等少数杰

出人物夸大为历史的主宰，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

中的作用。比如，德国哲学家尼采强调“超人”的

统治和奴役的意志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我国近代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从英雄造时势来看待

历史的发展，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

几无历史”②，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

部历史可以改观”③。这些说法显然并不符合人

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和客观规律。唯物史观把

长期被唯心史观颠倒的历史事实重新颠倒了过

来，成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重要理论基

石，开辟了人类思想史的一个全新时代。在恩格

斯看来，唯物史观的创立犹如达尔文发现有机界

的发展规律，用生物进化学说一举将长期占统治

地位的“上帝创造万物”的神话颠倒过来一样，都

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又承认杰出人物在历史

上的作用。马克思曾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

修的一句名言:“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

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

出来。”④大人物是时代的产物，在历史发展的重

要节点上，大人物由于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能更

好地看清楚事物发展趋势，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对

历史发展往往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马克思自

身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例证。作为千年思想家和全

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就

是这样一个由伟大时代创造出来的伟大人物。马

克思诞生在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和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年代，领导创建了世界

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

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

会。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一般规律，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

道路，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正如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历史贡献时指出的:“我们

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 现代运动

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

和实践的活动; 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

徊。”⑤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既要充分

认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根本力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同时又要充分认识到，作为“最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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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776 页。
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3 页。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 16 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11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432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55—656 页。



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

务”①的党的领袖，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发挥着掌舵

领航的关键作用。
2． 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维度看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原

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马

克思恩格斯领导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

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
1847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接受正义者同盟邀

请加入该同盟并按照他们的主张对同盟进行根本

性改造，组建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

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

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起草同盟章程和同

盟纲领等重要工作，很好地贯彻了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等一系列重要主张。恩格斯亲

笔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开篇以“全世

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代替其前身

正义者同盟“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同盟章程第

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 推翻资产阶级政

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

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

的新社会。第二条对盟员的条件作出明确规定，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明

确规定“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
第五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
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条明

确规定，中央委员会是同盟的权力执行机构，向代

表大会报告工作。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代表大会

是同盟的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

经总区部转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

代表大会。② 这些重要规定实际上是将正义者同

盟原来习惯采取少数人密谋活动的方式，彻底改

变为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的机制，为把共产

主义者同盟建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领导核

心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

代表大会接受并批准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章程，并

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纲领，这就是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

言》。同盟纲领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

理，全面宣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观点、纲

领，一经问世就在实践上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

主义发展。1850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

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用了很大篇

幅总结了两年多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斗争实践，

既充分肯定同盟自成立以来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

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

动的观点经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同时又

尖锐指出同盟存在的从坚强的组织大大地削弱了

的突出问题，并深刻分析其原因在于，大部分直接

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

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

区部和支部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最

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其结果是，

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

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

基地，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

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

了完全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 “这种状况必须结束”③，“工

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

地行动起来”④，并进一步指出: “革命活动只有在

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⑤。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中还可以看到，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思想并不

仅仅限于党建领域，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对近代工

业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考察，对这一重要思想作了

进一步论述。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现代

生产为例，强调集中统一犹如一个乐队需要统一

的指挥那样重要。他指出:“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

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

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

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

要有一个指挥一样。”⑥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深入

考察了近代工业化以来生产方式出现的各种巨大

变化，认为无论是有数百个工人照管着由蒸汽推

动的复杂机器的庞大工厂，还是火车和轮船，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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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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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它们

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

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

活动”，强调“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①，只有依

靠权威才能组织起来。恩格斯还进一步以纺纱

厂、铁路、航海为例，深刻论述了集中和权威的极

端必要性，并强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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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些重要论述既生动形象又深中

肯綮，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把握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精髓要义，有着重要的指

导意义。
3．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维度看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开

展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实践中，深化了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马克思主义政党领

导核心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发展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进

行交锋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思想。巴枯宁的“支

部自治”“反权威主义”等主张的核心，是要求个

人绝对自由，鼓吹“无政府状态”，无条件地反对任

何权威，企图依靠少数人的密谋策略，以流氓无产

者和破产的农民为主力，举行“全民暴动”，消灭国

家。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与巴枯宁的斗争，实际

上是一场要不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和无产阶级

的政治统治的严肃政治斗争。在同巴枯宁的“支

部自治”“反权威主义”等错误观点的斗争中，马

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凝聚自己

的所有力量，强调如果取消具有“权威”的总委员

会、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以及各种章程和条

例，每一个人都将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享有“充分

的自治”，就会“搞垮组织”，“把工人的团结变成一

句空话”，使共产主义运动变成“宣扬你们的响亮

的、然而空洞无物的和学理主义的词句”。③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经验教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思想。这集中体现为对巴黎

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巴黎公社革命

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

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巴

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包括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是当时工人阶级尚处在幼年时期，政治上还不成

熟，尤其是没有形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起来的有权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公社内部缺乏必要的集中，运动带有一定的“自

发性”。马克思恩格斯在高度肯定巴黎公社伟大

历史功绩的同时，又深刻揭示了运动失败的根本

原因。在深刻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马克思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资产阶级革

命的胜利，必须建立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

重要思想，强调“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

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

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

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

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

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④。这些重要思想作

为 1871 年 9、10 月间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

会共同章程》中的重要条文，成为引领马克思主义

政党建设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恩格

斯也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

中和权威”⑤，并进一步强调，“如果有人对我说，

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

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

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⑥。
4． 从列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维度看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具体

实际相结合，提出并形成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

党的重要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列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成功运用

于党的建设和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是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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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发展。
在理论方面，列宁深刻论述了党的领袖、政

党、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在列宁建党学说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

置，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具有决

定性意义。在列宁看来，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

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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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并强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

果不推举出自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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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由于担负重要的使命任

务，面对的是异常强大的敌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方面的要求无疑更加突出，必须更

加自觉。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严密

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

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钢铁般的组织”③。如果

不能“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

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

为一句空话”。④

在组织建设方面，列宁深刻总结俄国工人运

动屡遭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必须建立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

主张。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

间，列宁明确提出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参加

党的一个组织，并接受党的监督和领导。这与孟

什维克代表人物马尔托夫关于把一切愿意入党的

人都吸收进来，党员并不需要高度集中化、组织化

的主张形成鲜明对立。经过激烈交锋，列宁的建

党思想取得了胜利，并在领导机构选举中成为多

数派。后来，列宁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民

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和制度安排，强调“无产阶

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

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⑤，强调面对反革命势力

的进攻，“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

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 ( 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

用) ，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

中和极严格的纪律”⑥。列宁之所以把铁的纪律

作为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很重要的

原因是基于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激烈尖锐

的深刻清醒认识。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

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

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

阶级被推翻( 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 而凶猛十倍;

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

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

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

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
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

级。他强调:“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

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

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⑦

在实践方面，列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运用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并取得

巨大成功，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

的一条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始走向成熟，形成了以

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集中统一的坚强有力

的正确领导，为战胜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分裂力

量、战胜资产阶级政权，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这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正确总结巴黎

公社失败经验教训的结果，是深刻总结俄国工人

运动屡遭失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是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给我们提供的重要启示。对于马克思主义

政党来说，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能否形成坚强有

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对于保证党的团

结统一、坚强有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夺取革命

胜利，至关紧要。
( 二) 从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实践中，深刻领悟确立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认识来自实践，

但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认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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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列宁指出:“没有革命

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①，强调“只有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

帜”②。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可以清楚地

看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拥有先进的科学

理论作为强大思想武器，是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

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为人类寻求自身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为世

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

武器。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多版序言中多次深

刻阐述了《共产党宣言》诞生后对推动世界社会主

义发展、深刻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他

在 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 “《宣言》的历史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 现

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

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

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③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

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具

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回答了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

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

大问题，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使社会主

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

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一大批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得到极

大壮大，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

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深刻

改变了中国。在近代中国，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悲

惨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顽强

抗争。但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轮番登场的资本

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

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诸多主

义、主张和方案，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

题。近代的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

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

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

正确道路。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毛泽东指出: “十月

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

结论。”⑤中国先进分子通过比较，毅然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

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强大思想武器，由此掀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
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⑥，“中

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⑦。马克思主义为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

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

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行!”⑧

二、从我们党百年波澜壮阔奋斗

历程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两个确

立”是从党的百年奋斗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回顾

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断把党的创新

理论成果写在党的旗帜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保持全党思想上的统一、
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始终是我们党坚持

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和显著优势，是党和人民事

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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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我们党百年波澜壮阔奋斗历程中，深

刻领悟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党

的领导核心的历史必然性

在我们党的奋斗历程中，伴随着对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理论

和实践的推进，我们党走过从不够成熟到坚定成

熟、从不够有力到坚强有力的成长历程。梳理起

来，这个历程大致有这样几个大的时间节点。
第一，我们党成立伊始，就明确确立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原则。
从一大党纲对我们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以

及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党员条件等做出的明确规

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一经成立，就把马

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很好地贯彻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党的一大纲领明

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重要内

容; 明确规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

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以及彻底断绝同

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还明确规定党员条件是必须承认党纲和政策，并

愿成为忠实的党员。党的二大制定了我们党的第

一部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

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它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

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

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①

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明确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

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

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行动。”②这些重要规

定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从革命

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出发，十分自觉地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推动党和人民

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二，在遵义会议上我们党深刻总结经验教

训，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

题，确立新的正确领导，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显著优势。回顾党的历史可以

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是通过不断总结自身经验教

训走向成熟的。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还没

有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特别是没有形成一

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形成全党的团结统一，这是

中国革命早期党和人民事业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

败危险的重要原因。恩格斯指出: “伟大的阶级，

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

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③通过总

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开始懂得掌握

革命武装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深刻道理。毛泽东在

八七会议上深刻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

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④稍后，在改组后

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暴动问题

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

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

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⑤尤

其是遵义会议，通过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左”倾教条主

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

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

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

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

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三，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在

全党的领导地位。
我们党自觉对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总

结，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这反映了我们党注重

总结历史经验，把握运用规律，推动事业发展的历

史自觉和历史主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要

求全党学习党史，并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

中共党史》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

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

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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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标志性成果集中体现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

制定。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系统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六届四中全

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

深刻分析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

方面的表现和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

合对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确

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历史决

议明确指出: 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

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

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①

我们党还通过总结历史，对曾经给党的事业

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从思想上进

行认真清理。通过开展延安整风，我们党集中反

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

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

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使全党

受到一次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端正了

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破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

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

误倾向，分清了是非，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高级干

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增强了

党的团结统一。
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确立党的领导核心，进一步有了更加

全面深入的认识。这一时期，毛泽东集中论述了

党的领导核心问题。他指出: 领导核心只能有一

个，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 只有一个核心。
强调“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

心，反对‘一国三公’”②。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党

的历史，尤其是深刻总结曾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

重大损失的张国焘、王明等人的错误带来的深刻

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

毛泽东着眼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全面系统

地论述看齐问题。毛泽东指出: “要知道，一个队

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

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

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

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③他还深刻揭示了队

伍之所以存在不大整齐问题的根源。在毛泽东看

来，“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

级的特 别 广 大 和 长 期 被 敌 人 分 割 的 农 村 根 据

地”④，“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

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⑤。这

是当时山头主义存在的客观历史原因，但从主观

方面来看，还存在党内教育不够的问题。毛泽东

明确指出，党内教育不足是山头主义产生的主观

原因⑥，并明确提出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

都变成一个整体”⑦，强调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

是要通过教育，“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

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
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⑧。

延安时期这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推

进，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和

组织上的准备。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

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一中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标志着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

形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坚强有

力的政治保证。
第四，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面对国内

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党进一步深化了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认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

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我国也发生严

重政治风波。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

邓小平从党的历史切入，进一步深刻论述了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党的领导核心

问题的由来及其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1989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

提出，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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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

最重要的一条”①。1989 年 6 月 16 日，邓小平同

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

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

不住的”②，“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

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③，强调有一个好的政

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这是最关键的

问题”④。1990 年 12 月 24 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

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深刻指出:“中国问题的关

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

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

就稳如泰山。”“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

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

是不可战胜的。”⑤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党的历史、新中国

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 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
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⑥一百年

来，在一个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力

挽狂澜，不断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根本原因

在于我们党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党中央有定于

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
( 二) 从我们党百年波澜壮阔奋斗历程中，深

刻领悟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

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清楚地发

现，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以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实践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历史。我们党在百

年奋斗伟大实践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有

力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创造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

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践告诉我

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行。”⑦

1．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

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科学指引。
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曾饱尝教条主义之苦。

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

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一度在党内十分盛行，

有的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还有人开口

闭口‘拿本本来’”⑧，“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

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

病”⑨。他们或是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

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或是简单照搬俄国十

月革命的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给中国革命事业带

来了严重影响，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毛泽东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中

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早在 1930 年撰写的《反对本

本主义》中，毛泽东便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

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⑩10后来，他又进一步向全

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使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

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

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 并 亟 须 解 决 的 问

题”⑩11，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

中国革命之的”⑩12。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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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国情出发，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科学回答

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

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引。
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

思想并写入党章。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

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

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

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①邓小平后来在总结

党的历史时深刻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

利? 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

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

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

和方法。”②

2．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光辉旗帜。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十

年内乱结束后，中国发展又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

重大选择。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

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紧紧抓住“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深刻

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

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作出把党和国家工

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领导我们党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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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
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加深了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 世纪提

供了科学指引。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

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

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

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

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首次概括提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

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把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作为党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

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指引下，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

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

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

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

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使中国大踏

步赶上了时代。

三、从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 革 伟 大 实 践 中 ，深 刻 领 悟

“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围绕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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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在

认识上有深化、实践上有新进展、制度上更加完

善，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最根

本政治保证，充分彰显“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

决定性意义。
( 一) 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

第三个历史决议概括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的第一个明确，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这个重要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对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提出明确的基本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确”中

第八个明确的压轴位置，调整为第三个历史决议

概括的“十个明确”中第一个明确的统领位置，这

不是简单的位置变化，而是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识的深化。党的二十

大报告从十六个方面浓墨重彩地总结新时代十年

伟大变革的伟大成就时，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作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既是新时代十

年伟大变革的一个标志性重大成就，也是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的最根本原因。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

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仅在理论上有

新认识，而且在实践中有新进展，完善了党对一切

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

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

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并且把这些新认识、新进

展、新经验进一步上升为制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切

实贯彻和有力保证。比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规定:“坚持党的领导，

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涉及全党

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

出决定和解释。各部门各地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干部可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

定和对外发表主张”。② 制定出台了《中共中央政

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

规定》，明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健全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

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

度。每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听取全

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

报告。再比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摆在突

出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

总体安排中把党的领导制度明确为国家的根本领

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他各个方面

的制度，等等。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从根本上保证

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在国家治理中更好地发挥

出来，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 二) 深刻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是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世纪疫情叠加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对国内

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

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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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贯彻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攻克了

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

的大事要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
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

大报告从十六个方面分领域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

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从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面对各个领域的复杂形势、风险挑战、深层次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是如何有针对性地从理论上、实践上、制度上提

出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

举措，从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

的历史性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

革。
尤其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作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集中解决了一

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

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

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①等突出矛盾和问题，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

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

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

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

本保证。
( 三)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对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的掌舵领航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尤其是许

多新的风险挑战，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

的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

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

全局，举旗定向、掌舵领航，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非
凡的政治智慧、顽强的政治品质、深厚的为民情

怀、强烈的使命担当、高超的领导艺术，团结带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面开创了党和国家事

业新局面，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

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一

系列历史性变革，赢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

衷心拥护爱戴，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习近

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最根

本原因。
比如，脱贫攻坚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同习近平

总书记既挂帅又亲征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党的

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外记

者见面时明确宣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②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

书记第二次到地方调研，是到河北阜平考察扶贫，

并深刻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

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③。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去了许多

贫困地区，14 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都一一走到

了。习近平总书记说:“到这些地方调研的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④习近平

总书记还说，他先后在县、市、省、中央工作的 40
多年时间里，扶贫始终是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花的精力最多。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把脱贫攻

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

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贫中之贫、坚中之坚，使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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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12. 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

来类似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许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在全面从严治党

的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

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续写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香港局势实现

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

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等等。这些历史性成就、
历史性变革的取得，无一例外，根本原因都在于习

近平总书记的统揽全局、掌舵领航。
( 四) 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对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的科学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密结合新

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

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

和科学判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

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

跃，在引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实践

中，充分彰显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比如，围绕如何把一个十四亿多人口的发展

中大国带入现代化这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

举和没有任何现成答案的全新课题，习近平总书

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一系列原创

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

样的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深刻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

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形成了全面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体

系。习近平从五个方面精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

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 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 发 展 道 路 的 现 代

化。① 这五个方面的鲜明特色既具有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具有基于

国情的中国特色，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引领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

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

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

形成了鲜明差异，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基本

国情、深刻把握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伟大创造，

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

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些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极大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 五) 深刻理解“两个确立”是历史的必然，是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地位，是在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的

选择。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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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①。这个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政治论断

在全会上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肯定。“大家一致

认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

领导核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

的根本保证。”②这个重大政治论断在全会相关重

要文件中得到集中体现。全会公报高度评价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

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开

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号召

“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③ 全会通过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专设一

章对“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做出明确规定，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

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

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④。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也把“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贯

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党令行

禁止情况”⑤作为党内监督的一项主要内容。这些

重要的制度安排，为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

个维护”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载入党内根本大法。党的十九大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明确规定，

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

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

有效的贯彻执行。⑥ 党的十九大报告设立专章全

面集中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

心内容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并写

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通过

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明确规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

断发展。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自己的行动指南。⑧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

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

国家根本大法，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实现了从党的指导思想向国家指导思想的转化。
这集中体现在，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部分将原

来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⑨。在国家政治和社会

生活中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导地位，是继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合乎

逻辑的发展，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

意义的高度肯定，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

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明确了全

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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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的第三个历史决

议，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尤其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的基

础上，进一步突出强调“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历史决议明确指出: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

性意义。① 这是全会做出的重大政治论断，是总结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尤其是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

的重大政治成果，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的最根本原因，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全

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是时代、历史和

人民的共同选择、郑重选择、必然选择，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提供更为坚强的政治保证。
党的二十大全面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

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并把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分

列为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十六个方面成就的第

一、第二、第三位，深刻揭示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举世瞩目成就的最根本原因，强调新时代十年的

伟大变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党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上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最紧要的是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② 大会还全面论述了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问题，在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的基础上，进一

步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

就”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主要内容，尤其是进一步用“六个坚持”概括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大会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写入党章，以更好反

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充实完善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

历史定位，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③。这

些重要内容是党的二十大的突出亮点，也是党的

二十大的历史贡献。这对于全党进一步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 陈理: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原

主任)

( 责任编辑: 王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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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BSTＲACTS

Gaining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Two Affirms

Chen Li

The 20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categorically stated that the Two Affirms are the major political achieve-
ments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and the decisive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cause．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Two Affirms comes from the deep theo-
retical origin of Marxism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from the century － long
magnificent struggle of our Party，and from the great practice of making 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changes in
the new era，and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inevita-
bility of the Two Affirms is integral to furthe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Affirms，becoming more aware of the need to ensure the Two Upholds in terms of thinking，action and po-
litical principles，and striving in unit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promote the reju-
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all fronts．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Feng Jun et al．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successfully in Beijing from October
16 to 22，2022． It is a meeting of great importance that took place at a critical time as the entire Par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advance toward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congress uphe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ully
implemente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carried forwar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stayed confident and built strength，uphe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oke
new ground，forged ahead with enterprise and fortitude，and called on the Chinese people to strive in unit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advanc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all
front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rom the 20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giving impetus to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by theoreticians，this journal hereby publishes articles written by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the the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e new ideas，new concepts and new thinking of the 20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The Cultural Backdrop for Us Chinese to Follow Our Own Path

Zhang Ming

“Following our own path”is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the his-
tory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t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farther and broader theoretical coor-
dinates behind“following our own path”simply from the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Grasping“following our
own path”from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romo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Marxism with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e can transcend the problem of narrowing the theoretical horizon brought about by a single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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