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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党的政治建设场域中的八个不等式∗

丁 新 改

摘　 要：伴随着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有的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一些误区。 新时代，在党

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问题上，党员干部必须明白，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不等于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得到

根本解决，旗帜鲜明讲政治不等于主张“政治极端化”，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等于空谈政治，“政治同

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要位置”不等于要以政治代替经济，全面从严治党不等于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等于弱化、遮蔽乃至忽视党的其他建设，党的政治建设不等于国家政治建设，抓住“关键少

数”不等于不管“绝大多数”。
关键词：党的政治建设；不等式；讲政治；全面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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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针对党内存在的“政治意识不强、政治立场不稳、
政治能力不足、政治行为不端”①等突出的政治问题

展开靶向治疗，消除了严重的政治隐患，推动党的政

治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然而在党内，少数党

员干部对党的政治建设这一重大命题存在认识模

糊、理解偏差。 倘若这些思想上的谬误得不到及时

纠正，势必会影响到党的政治建设的成效。 故而，很
有必要对这些错误认识进行剖析，廓清党员干部的

思想迷雾。

一、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党内

存在的政治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针对当前党的政治建设取得的成绩，有的党员

干部认为可以缓缓气，告一段落；有的党员干部“唯
ＧＤＰ 论”，认为现如今不应该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上耗费太多精力，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应该把更

多的注意力放在谋发展上。 故而，在政治建设工作

的开展中，思想上有所放松，行动上有所懈怠。 这显

然是不对的。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既要肯定业已取得的成绩，

又要直面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政治隐患，注重靶

向治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通过加强党性教育、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

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等措施推动党的政治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党内政治风气逐渐好转，政治生态

明显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良好

的执政环境。 然而在肯定成绩的时候，我们“必须

清醒看到，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
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②。 因此，要“切实

有效解决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③，
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心态。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 来不得半点松

懈，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不懈。 这内在地包含四个原

因。 其一， 它是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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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指出：“保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能指望

泛泛抓一抓或者集中火力打几个战役就能彻底解决

问题。”④其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项复杂庞大
的政治工程。 它由众多的子工程构成，把这项工程

建设好、建设强，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拿优化政治

生态建设工程来说，作为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必须把它“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浚其源、涵
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⑤。 因
为政治生态如同自然生态一样，需要细心呵护、全面

监控，及时清理政治细菌、病毒，否则一旦受到严重

污染，治理、修复乃至重构的代价极其昂贵。 其三，
政治“两面人”的存在。 党内政治上的“两面人”具
有极强的“伪装性”，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里

不一，本质较难以辨识。 故而，政治“两面人”现象

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根除。 其四，制度建构逻辑使然。
习近平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把建章立制贯

穿全过程各方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形成系统完

备、有效管用的政治规范体系，真正实现党的政治建

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⑥而制度观念的树立和制
度的建构、执行以及根据制度执行结果的反馈来不

断调适和完善制度，也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伟大的事业必须由坚强的党来领导。 坚强的党

首先政治上要足够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的高质量

推动党的整体建设质量的提高，进而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当前，
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要牢牢把握好两点。
其一，加强理论学习。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及《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与党的政治建设密切

相关的重要文件，强化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建

设之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他们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其二，建立

健全党的政治建设成效评价机制，突出强调人民群

众作为最高评价主体在评价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党

的政治建设成效如何，人民群众最具有发言权。 为

此，要始终秉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根本原

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建设方向，使人民

群众能够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成效中获得真真切

切的实惠。

二、旗帜鲜明讲政治≠主张“政治极端化”

当前，党内外仍有一些人对讲政治的政治要求

存在本能的排斥、抵触，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等同

于主张“政治极端化”，认为新形势下强调旗帜鲜明

讲政治就是要回到“文革”时期，把任何问题都提到

政治高度，并以此作为评判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其
结果只会导致泛政治化。 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

下，有的党组织以及领导干部对落实讲政治的政治

任务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对组织内一些违反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的党员干部听之任之，缺乏及时教育、
严格处罚。 这种错误的认识如若得不到及时纠治，
势必会阻碍党的政治建设工作的贯彻落实。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和内在要求，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实行政治挂帅有着本质区别。 故而，不能因为过去

出现的政治极端化倾向就要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
讲政治，甚至主张“去政治化”。 对于共产党来说，
“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⑦，“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

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⑧。 正如习近平所说：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

点和优势。 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就是一句空话。 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

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

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

党吗？”⑨这句话内在地蕴含双重规定。 其一，任何

时候都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是政治性、原则性、根
本性的问题；其二，对“文革”时期出现的“政治挂

帅、搞‘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的深刻反思，不是为了

否定政治、虚无政治，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政治的本

质性规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并把这种“反思”转化为推进新时代

党的政治建设的力量。
为了帮助部分党员干部走出把“旗帜鲜明讲政

治”等同于主张“政治极端化”这一认识误区，势必

要使他们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旗帜鲜明讲政治”
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以强化他们对这一政治要

求的深刻理解和政治认同，增强其讲政治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进而能够切实做到“在思想政治上讲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

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⑩。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

一种原本规定、关系规定、过程规定以及目标规定。
其一，作为原本规定，从本源、本真出发，政治性是政

党的根本属性，是其存续发展的基础。 如果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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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丧失了，就会失去成为政党的核心要件，也就

不能称其为政党了。 其二，作为关系规定，党是否讲

政治、能否讲好政治既关乎党的自身建设质量的好

坏，也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成败。 这内在地体

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政治建设与党的建设之间

的内在逻辑来看，一方面，“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

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

谈起”；另一方面，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

向和效果，如果党的政治建设出了问题，势必会影响

到党的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从党的自我革命

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来看，旗帜鲜明讲政治

作为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的内在要求和根本途

径，为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发展提供

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习近平指出：“什么时候全党

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

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和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

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争，各种错

误思想就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

失。”其三，作为过程规定，政治的内涵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问题导向性，内在地规定不同时期讲政治的

具体要求会有所不同，必须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化、党的中心任务及时做出调整，否则，谁要是用旧

观点来理解政治是“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的。
如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忽视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客观事实，党
的中心任务应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这一迫切要

求，而仍然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旧思维来理解

政治，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给党和国家事

业带来深重的灾难。 其四，作为目标规定，尽管不同

时期所讲的“政治”内涵有所不同，但它的目标追

求、价值归宿始终是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

三、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空谈政治

政治具有极端复杂性，人们通常难以把握其实

质。 党员干部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历练，才能

熟练掌握它。 这内在地要求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

须加强政治实践、强化政治锻炼以提高自己的政治

能力，使自己能够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 目前，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对这一政治要求存在

理解偏差，忽视我们所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人民的政治这一客观现实，把“善于从政治上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同于空谈政治，使党内政治生

活沦为政治“清谈馆”。
讲政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落实到具体的工

作中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这既是党员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政治素

养，也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先进性的内在

要求。 这与空谈政治，玩弄“政治权术”、搞政治阴

谋有着本质区别。 早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

集制的报告》中，针对党内外有些人把提高政治能

力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看作和欺骗差不多”

的错误观点，列宁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他指出：
“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 必须

纠正他们的错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
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

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

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

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
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

题”。 因为，“明确的政治觉悟和明确的阶级组合

则是高于一切的”。
新形势下培育党员干部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四点。 其一，要深

化全党上下对“旗帜鲜明讲政治”本质的把握，明确

我们所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人民的政治，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有

着本质区别，不能将西方政党空谈政治，玩弄“政治

权术”“政治阴谋”那一套运用到我们党内；其二，要
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教

育，提高他们学习政治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坚

定政治信仰筑牢政治灵魂；其三，要“不断提高领导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政治方向、把握政治大势、
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

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其四，要坚定政治

立场、把准政治方向，时刻关心政治，密切注意社会

思想政治动态。

四、“政治同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要

位置”≠要以政治代替经济

　 　 当前，党内少数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对“政治

同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要位置”这一马克思主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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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观点存在认识偏差，他们秉持较之经济发展，政治

建设更为重要的理念，认为当前提出“旗帜鲜明讲

政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就是要以政治代替经

济。 很显然，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

离，人为地割裂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其
结果只会本末倒置，使党陷入空头政治的窠臼。 倘

若这一错误认识得不到及时澄清，必将对党的政治

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也势必影响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正确认识和把握“政治同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

要位置”的科学内涵是这一观点在实践中能够得到

有效贯彻的逻辑前提。 当前，正确认识、把握并学会

运用这一观点，必须牢牢把握好三点。 其一，强调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得不占首要位置”并不意味着

政治比经济更重要。 因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

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

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也就是说，推动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要以“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

的错误”作为前提性条件和根本性政治保障。 其

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如果

“生命线”出了问题，经济工作势必难以为继。 其

三，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 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

了政治的基本特征，内在地蕴含三层含义。 首先，政
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决定的；其
次，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服务于经济，“政治任务对

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最后，人们要把握

政治的基本特征，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本身，对其的

深刻认识要依赖于对社会经济运动过程的认识。
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

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论调。 一是“取代论”。
明确“讲政治，绝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任何

意思要去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创造

更加充分的政治条件和提供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把经济建设更好更快地搞

上去”。 二是“脱离论”。 人为地割裂经济与政治

的关系，把两者孤立甚至对立起来。 这一问题在国

有企业党建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集中体现在将

“抓党建”与“抓业务”分离开来，没有充分将党的建

设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 据此，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要“坚持服务生产

经营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

的工作和战斗力”。
受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增

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民生活受到

较大影响。 当前，我们更应该牢牢坚持“把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聚精会神搞建设，实
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五、全面从严治党≠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

题。 一段时期以来，有的领导干部仍然认为，全面从

严治党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展开靶向治

疗，党员干部只要不贪污腐败，其他政治问题可缓一

缓、放一放。 在这一错误认识引导下，有的党组织党

内政治生活流于形式，娱乐化、随意化、庸俗化问题

突出，党员干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象时

有发生。 久而久之，党组织政治功能就会弱化。 很

显然，若任由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全面从严治党

的成效，阻碍党的建设质量的提高。
党内政治问题与腐败问题相互交织、耦合，全面

从严治党不仅要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更要重

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的政治问题。 中央办公厅负

责人在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答

记者问中强调：“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习近平总

书记从一开始就把解决党内各种问题高度概括到党

的政治建设上来，把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

象归纳为‘七个有之’，鲜明提出‘五个必须’、‘五个

决不允许’，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值得注意的

是，之所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是有其深远道

理所在的，它内在地包含三个现实原因。 其一，腐败

问题是表象，根子是政治上出了问题。 党员干部之

所以甘于被“围猎”，走上贪污腐化的道路，根源在

于理想信念滑坡，党性缺失，丧失政治原则和政治底

线。 其二，全面从严治党主要包括抓思想从严、管党

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而
这些措施实质上是抓政治从严在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

领域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 其三，从全面从严治

党和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关系来看，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和现实考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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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治本之策。 故

而，全面从严治党必然涉及政治问题，必然要着力解

决党内存在的突出政治问题。
当前，“我们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党的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党群关系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首先从政治上把全面从严治

党抓紧抓好”。 为此，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好三

点。 其一，要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使其能够

“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的全过程”，以筑

牢政治灵魂；其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增强党

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以营

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其三，要不断强化政治纪律的权

威性，提高政治纪律的执行力，对任何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的党员干部必须严惩不贷；其四，要加强

政治巡视和政治监督，以实行最严监督和最严问责。

六、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弱化、遮蔽

乃至忽视党的其他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

建设总布局之中，明确提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 对此，个别党员干部误以为新形势下要

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就是要弱化、遮蔽乃

至忽视党的其他建设。 体现在行动上，就是对党的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有所懈怠。
很显然，这一错误认识割裂了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

其他建设的内在关系。 为此，有必要科学阐释这一

论断的逻辑依据，廓清党员干部思想上的迷雾。
“党的十九大把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是有深远考虑的，
也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从哲学维度来

看，事物的性质主要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

向和效果。 它内在地蕴含双重规定。 其一，政治建

设统领党的其他建设。 政治建设是打头、管总的，起
着纲举目张的作用。 其二，党的其他建设服从服务

于党的政治建设。 从理论维度来看，尽管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未明确提出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但他们在领导无产阶级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突出政治的地

位，如马克思提出，“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
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

为独立政党当作首要条件”。 这里的“阶级政治”

就是指无产阶级政党政治。 列宁在《关于以实物税

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反复强调：“提高群众的

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从历史维度来

看，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管党治党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基础上所作的战略

安排。 也就是说，当前明确“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是有历史依据的，它实际上是对“没有正确的政治

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

非常重要的地位”、“政治是大局”等几代中国共

产党人有关党的政治建设观点的逻辑延伸。 从实践

维度来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

到，“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偏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

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
针对如何突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地位的

同时，又能很好地处理党的政治建设与其他建设之

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问题，习近平强调：“要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于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
反腐败斗争始终，以政治上的加强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引领带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

高。”这段话内在地蕴含两层含义。 其一，旗帜鲜

明地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是要弱化、遮
蔽乃至忽视党的其他建设，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

治建设对党的其他建设的统领作用，以党的政治建

设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党的整体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其二，党的各项建设处在一个统一体中，都是统一体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一组成部分不仅独自发挥

着各自的功能与作用，更在辩证统一体中发挥着整

体功能与效果。 故而，一方面，在保持党的各项建设

相对独立性的同时，还要准确把握党的各项建设之

间的逻辑关系，以防止各项建设之间功能和作用的

相互稀释、消解甚至抵消，进而阻碍党的整体建设功

能的发挥、效能的释放；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党的

各项建设的优势强项与薄弱环节，促进各项建设之

间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以更好地发挥思想建党、组
织固党、作风塑党、纪律兴党、制度治党、政治强党的

功能作用，进而推动党的整体建设质量的提高。

七、党的政治建设≠国家政治建设

有的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把握不清，有的直接把两者等

同起来，认为它们可以相互替代。 在实际工作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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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错误的认识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其一，遮蔽党的

政治领导地位，在党内外极易造成“去领导化” “去
政治化”的不良倾向；其二，容易导致党政不分，以
党代政，造成政治资源浪费、政治效率低下、政党权

威式微；其三，极易导致国家政治生活的混乱，从而

不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政

治环境，进而阻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因此，必须

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澄清这种思想上的谬误，为
政党自身建设效能能够溢出党的建设场域进入国家

建设范畴扫清思想障碍，以政党政治建设来建构国

家政治建设。
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要牢牢把握好四点。 其一，党
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政治

范畴。 两者的建设主体、客体、主要内容、组织架构、
运行机制等各不相同。 一方面，作为党的根本性建

设的党的政治建设，是从属于党的建设范畴的，它的

建设主体是全体党员，且以党内规章制度为运行准

则，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另一方面，作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成要件的国家政治建设，是
从属于国家建设范畴的，它具有建设主体多元化典

型特征，以“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

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工

具使命。 其二，中国共产党“一身二任”的角色定位

内在地将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联系起来：
作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重任；作为执政者，提高

治国理政的水平，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

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一个紧迫

而又突出的重大问题。 其三，政党政治是现代化建

设的必然趋势和典型特征，现代化建设将政党政治

与现代化国家建设勾连起来：一方面，“政党政治及

其实现是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现实性要素构成，
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进步的质量和发展方向，进而

决定了政党政治实践必然成为现代化体系构建与运

行不可逾越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

内在地包含现代化国家政治建设，而国家政治建设

能力不足会倒逼政党能力建设，要求政党能力建设

成效溢出自身建设场域，进入国家政治建设领域，以
促进国家政治建设能力的提高。 其四，两者在行动

逻辑上、本质上、目标指向上、价值上具有一致性，都

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形势下，要通过政党政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助推国家政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要以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政

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为逻辑前

提，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以政党意识形

态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重中之重，
以政党政治能力建设建构国家能力建设为关键举

措，以党内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推动从政环境的海

晏河清、朗朗乾坤，进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的目标导向。

八、抓住“关键少数”≠不管“绝大多数”

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有人错误

地认为只需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确保

他们政治信仰坚定、政治初心不改、政治言行合规、
政治能力过强就行了，不需要涉及每一个党员。 这

种想法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关键少数”作为整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

它不能代替整体。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正确厘清抓“关键少数”

与管“绝大多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两者之

间并无逻辑冲突，而且具有内在关联性、良好互动

性、逻辑自洽性。 首先，“关键少数”对“绝大多数”
具有示范作用。 “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领

导干部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坚力量，其在政治建

设中的角色地位、责任担当内在地对其政治素养、政
治品质、政治能力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正如习近

平所说：“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

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

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其次，管
“绝大多数”对于进一步抓好“关键少数”具有辅助

作用。 因为“绝大多数”的政治参与意识越强、有序

参与党的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越高，对“关
键少数”的政治监督意识也会越强，进而对“关键少

数”的政治言行也会起到重要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也就越有利于促进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

一言以蔽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坚持抓

‘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结合”。 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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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只抓“关键少数”，不管“绝大

多数”的错误行为，又要反对不分重点眉毛胡子一

把抓的做法；既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正向示范

作用，带动“全体党员一起动手”推动政治建设的高

质量发展，又要加强对“绝大多数”的政治教育、政
治引导，充分激发他们参与党的政治建设的积极性、
主动性，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一政治要求落实到具

体的工作中，以促进党的政治建设效能的充分释放。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２、２、１７、２５、１５—１６、２７、３０、３０、３０ 页。 ④
习近平：《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为党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 日。 ⑦⑧《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６９ 页。 ⑨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８０、３７、４６ 页。 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１·５”重要讲话》，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５ 页。 《列宁全集》第 ３９ 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４８、４８、４８ 页。 《列宁全集》第 ４１ 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１ 页。 《列宁全集》第 １９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８ 页。 《列宁全集》第 ４０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８３
页。 《江泽民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专题摘编）》，党建读物出版

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７３ 页。 《列宁全集》第 ３４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２２ 页。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１２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２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７６、３７、１８０ 页。 《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意见》，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９ 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６、３６ 页。 《列宁全集》第 ３１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７４ 页。
《毛泽东文集》第 ７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２２６ 页。 《邓小

平文选》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３４２ 页。 《胡锦涛文选》
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５３ 页。 王韶兴：《现代化进程中

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责任编辑：文　 武

Ｅｉｇｈ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ｎｇ Ｘｉｎｇ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ｏｍｅ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ｄｒ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ｄｒｅｓ ｍｕｓ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ｅｉｇｈ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ｏｌｖｅｄ＂ ； ａ ｃｌｅａｒ－ｃｕｔ ｓｔａｎｄ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ａｔ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
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ａｎ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ｗａ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ｏｎｌｙ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ｌａｃ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 ｋｅｙ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 ｖａｓｔ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
ｍａｎｎｅｒ

０３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