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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的守正创新∗

孟　 　 轲　 　 　 张　 　 锦

　 　 摘　 要：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意蕴。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指导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质，并从政党主体的四个维度

进行了丰富发展：坚持党的领导，确立领导“政治革命”的主体地位和使命担当；坚持理论创新，持久强化“哲学革

命”的思想伟力和本土传承；坚持敢于斗争，持续激发“社会革命”的主体潜能和内生动力；坚持自我革命，创新深化

“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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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关键词

语，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意蕴，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之所以成为“革命政党”的内在

缘由。 围绕“为什么需要革命、进行什么革命、如何

进行革命”等问题，这一学说深刻阐释了无产阶级

革命政党必须进行四种类型的“革命”：担负历史使

命的“政治革命”、构筑全部革命实践理论根基［１］

的“哲学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必由之路”的“社会

革命”和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本质的“自我革命”，深
刻反映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坚定而彻底的“革命

性”，集中体现其内在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

斗志与外化的革命实践、革命纲领［２］ 。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深入思考近现代中国“为
什么要革命、怎样赢得革命胜利” ［３］这一重大问题，
并在百年探索中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其中，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理论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

革命，分别从政党主体的使命担当、本土传承、内生

动力和行动自觉等四个维度，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革命意蕴的守正创新，充
分展现出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质。
但近年来，无论渲染“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还是鼓吹“革命党”与“执政党”二者

互不兼容的“政党转型论”，无一不使得民众对中国

共产党是否需要继续保持和锻造革命性、是否属于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产生怀疑。 而事实上，革
命性是党之所以诞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继续保

持和锻造革命性是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 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度提出“革命性锻造”的

重大命题，充分显示出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革命

性本质的一贯坚持。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立领导
“政治革命”的主体地位和使命担当

　 　 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地

位，既是其实现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和首要条件［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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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充分体现其革命性本质的政治原则。 从本质上

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奋

斗目标的革命党，毫无私利的伟大胸襟与解放全人

类的历史使命共同赋予了它彻底的革命性［２］ 。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虽然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

革命政党的阶级基础，但从革命的视角来说，它又不

同于一般的工人阶级政党。 从革命斗争的目的看，
“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

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５］４１３。
从革命斗争的过程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

整个运动的利益” ［５］４１３，其长远目标是要实现共产

主义社会这一远大理想，近期目标是“使无产阶级

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５］４２１。 这正是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进行政治革命的基本意蕴，也是确立其

领导政治革命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
如何实现党的领导？ 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

败的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必须要

有权威和统一行动，“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

缺乏集中和权威” ［６］５００，“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

何的一致行动” ［７］３７２。 因此，“为了进行斗争，我们

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

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 ［７］３７５。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后，进一步从执政党的视角强调：“党是

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国家政

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

共产党领导。” ［８］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探索

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

说从抽象理论变成现实，为当时处于黑暗中的中国

工人阶级创建先进政党指明了方向。 作为无产阶级

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要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回答

其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基本问题。 这既是其作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担负艰巨使命而必须做出的历史

选择，也是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革命

意蕴、充分体现其革命性的现实课题。
从革命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担

负着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任。 这

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

合的必然要求，也内在地蕴含着中国革命必须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历史逻辑。 李大钊认为“过
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

是其他阶级” ［９］ ，要想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

实现“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 ［１０］ 。 延安

时期，毛泽东总结党领导革命斗争 ２０ 多年的经验时

进一步指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

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

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

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

的。” ［１１］６５２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党“始终代表中国最

广大 人 民 根 本 利 益， 没 有 任 何 自 己 特 殊 的 利

益” ［１２］ ，深刻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

色，成为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保证［４］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已经“在
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 ［１１］５３５，“领导我

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１３］ ，“工、农、商、
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１４］ 。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

略高度多次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
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１５］２６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１５］３９１；“没有中国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

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１６］ 。 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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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这一论断

将党的领导地位“从历史发展的必然、实践发展的

必然，深化拓展为道路发展的必然、制度发展的必

然” ［１７］ ，并在党的十九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先后被写入党章和宪法修正案。 习近平还多次

强调：“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

了‘执政党’。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们党是马

克思 主 义 执 政 党， 但 同 时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革 命

党。” ［１８］

实践表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

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在、幸福所在” ［１９］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１２］ 。 新时代坚持党

的领导，一是必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２０］ ，在实践中深刻

把握“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必须

深刻认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于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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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作用，使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４］ ；三是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汇聚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１２］ 。 这既是党的

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为未来坚持党的

领导、切实担当历史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坚持理论创新，持久强化
“哲学革命”的思想伟力和本土传承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蕴含的革命意

蕴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 年德

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

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

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

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５］３７６恩格斯还进一

步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

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６］５８８这些论述

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放性的简要阐释，
又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深刻内涵。
就本质而言，理论创新体现的是一种理论变革，

或者说“理论革命”。 革命本源意义即在于革故鼎

新，尽管一般是指政治意义的变革，但从价值指向来

看，显然与理论创新完全一致，都是向好、向新。 马

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突出强调理论创新对于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源于其

“哲学革命”的思想根基。 马克思认为：“现在的革

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

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

毁。” ［５］９只要无产阶级充分掌握理论，那么理论也

会变成物质力量，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

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

武器” ［５］１６。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想进行夺取政权

的政治革命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必须将“把
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基础上进行革命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革命”的战略高度深刻

阐释理论创新的现实必要性，指导了之后的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的建设和发展。 列宁多次强调：“我们

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

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

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

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２１］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列宁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一

国胜利的新思想，并紧密结合俄国党的建设的实践，
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新

思想新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率先创立了

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２２］ 。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产生于欧洲，属于典型的

“外来文化”，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必然要回

答其如何坚持理论创新，探索实现这一“外来文化”
在中国本土的传承发展问题。 这既是其能否真正成

为本原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关键环节，也是

在革命斗争中必须长时间着力解决的思想认识问

题。 对此，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

命题，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
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

共产党” ［１１］６５２称为一个伟大的工程。 新中国成立

以后，他又多次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
须读……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员，任何国家的思

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单靠老祖宗是不行

的。” ［２３］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马克

思主 义 理 论 从 来 不 是 教 条， 而 是 行 动 的 指

南。” ［２４］１４６尤其是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

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者” ［２４］２９１－２９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

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

义实 践 的 再 版， 也 不 是 国 外 现 代 化 发 展 的 翻

版。” ［２５］这就要求我们，只有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

伟大社会变革，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为建设强大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理论支撑。 新时代无论进

行伟大斗争，还是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最
终实现伟大梦想，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

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
总之，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

造的历史［２６］ 。 无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

命道路、“和平赎买”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还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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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体制论”等，无一不是党坚

持理论创新的胜利成果［１２］ 。 新时代，党既要勇于

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又要善于用新的

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

上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真理魅力。

三、坚持敢于斗争，持续激发
“社会革命”的主体潜能和内生动力

　 　 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也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革命意蕴之一。 就词义而

言，“革命”的首要含义是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

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

社会制度” ［２７］４４１；“斗争”的首要含义则是“矛盾的

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 ［２７］３１７。 显

然，“革命”本质上就是一种“斗争”，而“斗争”本身

就带有一定的革命性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之初

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共 ３２ 处用到“斗争”一
词［２８］ ，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

历史……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

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５］４００，因而

“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

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

使自己从剥削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

放出来” ［５］３８５。 “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必须懂得斗

争：革命有朝一日或许就降临到它的面前。” ［２９］ 这

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
就“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

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３０］ 。 而“一切历史

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且
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 ［５］１９６。

就内容而言，这种革命既体现为社会革命，又体

现为政治革命。 原因在于，“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

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 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
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３１］４８８。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

党来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

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５］４２１。 这既是无产阶级必

须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又是进行更加深

刻的社会革命的必要前提。 实践表明，社会革命是

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是更深刻和更广泛的革

命［３２］ 。 简言之，“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

归” ［３１］６５６。 与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社会革命不同，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

底的决裂” ［５］４２１。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这
场革命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要求革命者必须始终

“敢于斗争”，并在革命实践中充分地体现出来，成
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走向共产主义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决定了其与生俱来就具有为人类解放

而斗争的革命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

斗争精神。 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
“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承认无产

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

级区分” ［３３］ 。 显然，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革命目标

和任务，决定了其所领导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政权之

争，而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统一。 政治革

命决定谁领导中国的问题，社会革命决定中国社会

走向何方的问题［３４］ 。 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党不仅

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成功领导了被称为

“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充分彰显了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这一“世界之问”。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虽然当代中国更

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但面临

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且面临的各种斗争将

长期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

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３５］有学者认为，伟大

斗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当代转

化［３６］ 。 因此，作为“执政党”和“革命党” 之统一

体，党必须承认，“斗争”依然不可回避，“革命”依然

任重而道远。 只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
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才能不断战胜前

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

四、坚持自我革命，创新深化
“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和行动自觉

　 　 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与生俱来

的政治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本质意蕴

０２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



和鲜明特质。 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

斯并没有提出“自我革命”这一概念，但其理论事实

上均包含着颇为丰富的“自我革命”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同于

其他政党，本身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这就使

得其在革命实践中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特质。
从批判性角度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唯物辩证

法为哲学基础，因而始终坚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

无情的批判” ［３１］４１６的科学立场，既要对资本主义以

及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也要对自身不合理的

成分和错误倾向进行批判［３７］ 。 尤其当内部出现了

可能会牺牲“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将反映自身性质

和宗旨的纲领抛之脑后、弃之不管的思想或行动时，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进行以自我为对象的革命，
通过内部斗争清除自身“肌瘤”，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
从本质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本身就是由无

产阶 级 中 “ 最 坚 决 的、 始 终 起 推 动 作 用 的 部

分” ［５］４１３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只有在革命中才能

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

建社会的工作” ［５］１７１。 也正是在这样持续的革命

进程中，其才能够“自己帮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

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

力” ［５］４１０。 这实际上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历

史使命决定了其自身必须具有坚定而彻底的革命

性，且这种彻底性并不仅仅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彻底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在于不断否定自身，革自

身的命［３８］ 。 唯有将自身作为革命的对象，并持续

不断进行增强自身的自我革命，才能肩负起历史赋

予的艰巨重任。 正如有学者所说：“说到底，革命的

目的不仅是推翻旧世界，更是建设新世界，而只有通

过自我革命才能练就新世界的建设者。” ［３９］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

自己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是为

着解 放 人 民 的， 是 彻 底 地 为 人 民 的 利 益 工 作

的” ［４０］ 。 这就意味着，党只有从根本上始终保持正

视问题的高度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底气，才能永

葆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尤其面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强敌，党深刻地认

识到，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
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４１］ ，因而能够扎实

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自我革命基因，一次次

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 ［４２］ ，始终保持着

肌体健康和生机活力。
无论土地革命时期指明中国革命斗争方向的八

七会议，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实现伟大

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还是延安时期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乃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以整顿党员干部作风和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内容的

整风整党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纠正“左倾”
错误的全面拨乱反正，无一不是直面问题、修正错

误、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的伟大自我革命［４１］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第一

次明确提出了“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概念，并系统论

述其基本内涵、内在动力、实现手段等内容，创新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关于自我革命的内在意

蕴，为新时代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律、永葆青春活力

明确了答案。 尤其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

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

界” ［４３］ 。
可以说，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

社会革命史，也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是一

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

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的奋斗史［４４］ 。 显然，中国

共产党语境之下的自我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革
命’语义的深入、延伸与贴合本国国情的内涵更新，
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准确把握与意蕴拓

展” ［４５］ 。 新时代，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自我

革命永远在路上，唯有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才
能从根本上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１］项久雨，张畅．从“四个革命”到“四个伟大”：论《共产党宣言》革
命思想的当代价值［Ｊ］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１９（４）：９０－

１００．
［２］李包庚，张婉．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历史方位中的革命性［ Ｊ］ ．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８（６）：５－１４．
［３］陈金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探析［ Ｊ］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０（５）：１１８．
［４］穆兆勇．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地位作用的认识：百年历程与经

验启示［Ｊ］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４）：１－１１．
［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２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的守正创新



［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０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列宁全集：第 ４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３７０．
［９］李大钊全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８２．
［１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 册［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８９：３３８．
［１１］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２］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Ｎ］．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１１－１７（０１）．
［１３］毛泽东文集：第 ６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５０．
［１４］毛泽东文集：第 ８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０５．
［１５］邓小平文选：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８３８．
［１７］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９：５９．
［１８］黄坤明．建设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Ｎ］．人民日

报，２０１８－０３－１７（０５）．
［１９］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９９－３００．
［２０］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５５４．
［２１］列宁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７４．
［２２］刘志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Ｊ］ ．马克思主

义研究，２０１０（１１）：４７－５７．
［２３］毛泽东文集：第 ８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０９．
［２４］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２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３４４．
［２６］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Ｊ］ ．求是，２０２１（７）：

４－１７．
［２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２８］种鹃．新中国 ７０ 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赓续与弘扬的三维向

度［Ｊ］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５）：３５－４１．
［２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０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６６７．
［３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０３，
［３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３２］汤祖传．对社会革命范畴的新界定［Ｊ］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７

（６）：１９５－１９６．
［３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１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
［３４］林尚立．革命与乡村：中国的逻辑：读《革命与乡村》丛书［ Ｊ］ ．中

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８（１）：１１８－１２２．
［３５］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８－０１－０６（０１）．
［３６］于春玲．新时代“四个伟大”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创新发展

［Ｊ］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８（７）：７０－７７．
［３７］武思浩．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何勇于自我革命：基于马克思恩格

斯无产阶级政党学说［Ｊ］ ．实事求是，２０２１（３）：１８－２４．
［３８］石冀平．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 Ｊ］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２（４）：

１１８－１２７．
［３９］侯惠勤．马克思主义“行”在守正创新［ Ｊ］ ．人民论坛，２０２１（１５）：

９．
［４０］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００４．
［４１］董振华，张恺．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及现实路径［ Ｊ］ ．中共

杭州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２２（１）：２０－２７．
［４２］楚向红．从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大特征［ Ｊ］ ．学

习论坛，２０２１（６）：４４－４９．
［４３］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

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Ｎ］．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０１－１９（０１）．

［４４］王伟光．勇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Ｊ］ ．求是，２０２２（１）：４２－４８．
［４５］尹海涛，黎晨欣，孟献丽．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逻辑必然及其

路径选择［Ｊ］ ．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２）：８０．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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