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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历史经验与战略路径

唐皇凤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重大战略议题。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品质，坚定捍卫人民民主专政，高度重

视执政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制度治党水平，理顺和规范党政关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和勇于善于自我革命，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宝贵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注重继承式发展和守正式创新的现代政党。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切实

增强党的执政体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持续提升党的建设创新举措的回应性和调适性，是新

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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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是具有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文明复兴

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在执政的70多年里，党缔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为人类政

党发展史上长期有效执政的典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习近平同志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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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26）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党的重要文献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战略

议题。“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是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创新的标识性概念，也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该概念的提出不仅意味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建

设任务的重大变化，而且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定力和政党自信，亟须予以学理阐释和理论提

升。本文试图在中国共产党自身话语谱系的演变脉络中探寻“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场逻

辑，并在系统总结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勾勒新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战略路径。

一、在中国共产党话语谱系的演变脉络中理解“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不仅是事关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是向世界讲

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切入点。在中

国共产党自身百年话语谱系的演变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长期执政都不是新概念。其中，马克思主

义政党标识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长期执政彰显着中国共产党身处的历史方位、履行的制度角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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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的使命责任，二者的有机结合更加精准地展现了新时代百年大党的独特风采。要准确理解“长期执

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场逻辑，我们需要进入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话语情境中，探寻从“马克思列宁主

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到“长期执

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话语演变的基本脉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寻自身的独特定位，相继提

出过“无产阶级政党”“群众党”“马克思主义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等创新性话语。党的一大制定

的纲领，对党的基本任务、奋斗目标等作了规定，公开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2］（P133）。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进一步

提出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

“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

的急先锋”，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因而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

众党”［2］（P162）。在 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提出党除了要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外，还“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3］（P207），强调了党

的性质，明确要着重从思想上、组织上建设党，初步明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抗日战争

时期，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需要建设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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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602），并将之称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5］

（P1093），并认为理论和实践密切地相结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认真地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

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党”［6］（P315），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体系，具体包括“创造性的马克

思主义的政党”［6］（P317），“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了的，有了自己领

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6］（P320），“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6］（P323），“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6］（P329），“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6］（P330-331）等。在这个阶

段，虽然党员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我们党的纲领和政策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同

时，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铁的纪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锤炼下，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得

到了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使我们党依然具有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典型特质。党充分汲取经验教训，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持续改进自身的

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逐渐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执政的党，这是党所处历史方位的重大转变。在

这样的背景下，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

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这个阶段，“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执政的党”等全新的话语概念开始出现。党的八

大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进行初步总结和全面探索的标志。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7］

（P114），“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7］（P115）。刘少奇在党的八

大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具有很高的威信”［8］（P263），并指

出党领导国家政权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必须坚决制止这

种现象。邓小平则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

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9］（P214），同时，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具体包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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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党组织和党员面临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共产党员身上滋

长的骄傲自满情绪等方面。然而，由于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等基本问题

理论认识的理性化程度不足，实践经验缺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党的建设具体实践均出现过明

显偏差和失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

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0］。这个建

党纲领虽然坚持了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党原则，但它特别突出阶级斗争，把已经执掌全国政权的党

仅仅作为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组织，把领导阶级斗争视为执政党的唯一任务，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

了重大损失。整体而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

战，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

导，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执政意识明显增强，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性得以延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得以保持，初步积累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成功经验。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伴随着执政党建设目

标的适应性调整，相继提出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等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涵。邓小平在总结党的自身建设经验

教训基础上指出：“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

派主义的习气”［11］（P205），并开始对“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

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1］（P276）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和鲜活的实践探索。党的十二大旗帜鲜明

地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12］（P39-40），邓小平继而指出要“把我们

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3］（P39），“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主旨词鲜明反映了改革开放

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建设正确政治方向的强调。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4］

（P4），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内涵。党的十五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用邓

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5］（P43）。党的十六大对党所

处的历史方位有全新表述，强调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16］

（P536），“长期执政”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标识性概念。随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即“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

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

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7］（P5），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概念

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之中。党的十七大、十八大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科

学内涵。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

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8］（P652），集中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鲜明品格、工作作风

和精神面貌。党的十八大则从党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开拓创新的精神品

格等方面，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9］（P653-654）的目标。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的概念既表明了党作为我国唯一而法定的执政党的制度角色，有利于增强党的执政意识，也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有利于坚定党的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是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进行了诸多颇具原创性的党建话语体系创新。习近平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性，如

纪律严明、坚守人民立场、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高度集中统一等，强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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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0］（P386），“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本质属性”［21］（P43），“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21］（P62），“没有规矩不成其

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21］（P151），“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1］（P157），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21］（P189）。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2］

（P48），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更具时代性的阐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

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23］，更加彰显全球化时代百年大党的国际形象，为讲好中国共产

党的故事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支撑。随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首次提出了“长期执政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凸显其长期执政的法定地

位和制度角色，更为准确地描述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利于增强党的长期执政意识和化解各种执政风

险的能力。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到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再到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身份定位日益清晰而坚定。

马克思主义政党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为最终目标，是具有显著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

阶级和人民群众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既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也具有政治革命和改造社会的雄心抱

负。但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在现实实践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都是经

济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些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并不具备实现人人直接参与

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条件，而是由这些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代表人民执掌政权，领导和团结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更好地代表人民执政，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成

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

无产阶级政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话语变迁脉络中找到了更为精准的制度身份和角色定位。

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经验

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中，我们党坚持正确党史观，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始终将党在长期革命战争

年代、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和传统视为弥足珍贵的执政资源予以开发、激活和弘扬。党的十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55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概括为

“六个必须坚持”［17］（P4-5），从指导思想、基本制度、第一要务、党群联系、治国理政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系

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和

完成执政使命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历史经验。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曲青山则将“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必

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必须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24］（P4-13）视为中国共产党执政

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品质，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要顺利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为指导，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新型革命政党，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

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且“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5］（P413）。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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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属性，其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其指导思想始终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且具有利益代表

的超越性和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有强大的

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

们党的优良作风”［26］（P314）。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始终掌握着真理的

力量。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监督管理，强化党员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性修养，

用共产主义道德和党的优良作风滋养和升华党员的思想境界，彰显党员群体强大的人格力量。同时，马

克思主义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具有严格纪律的现代政党，其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

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27］（P835）。我们党高度重视组织建设和纪律

建设，正是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才得以不断巩固其长期执政地位，提升其执政效能。

另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扎根社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紧密团结和密切联系群众的过

程中获得生机或活力，即“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

成其先锋队的任务”［28］（P646）。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脱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风险。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面执政和长期执政时期，

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

度，形成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夯实了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中，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努力建设“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

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P8）。从全面执政以来，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本质属性，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超越，成为充满生

机活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二，始终坚守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捍卫人民民主专政，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

供强大的政治保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只

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论证，不仅包括资产阶级反抗的凶猛性和

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而且包括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

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28］（P135）。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于动态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进行

无产阶级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领导，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和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就立足于中国实际，构想出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独特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设蓝图。

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9］

（P1475）。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和选举权，使用思想政治教育、协商

和说服的方法而非强迫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对的反动阶级而言，则实施专政。新中国成

立后，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我们的国体，成为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

产党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

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3］，“为人民谋利益”成为党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和永恒目

标。党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群

众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以此厚植党长期有效执政的政治基础。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根本上是为了

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

同样，坚持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确保国家权力整体上由人民掌握，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提供了正确政治方向和根本政治保证。

第三，高度重视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长期执政的科学化水平，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基础性工程。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根本建设，也是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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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结合点。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

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

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

领”［17］（P3）。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用改革发展稳定实际成果检验执政能力建设的成效，是我们党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的重要历史经验。党的十六大首次正式提出加强党的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

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五种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进行了系统阐述，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七大提出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主线，党的十七届

四中全会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党的建设战

略布局中，逐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创新和突破，从提高领导干部个体执政能力向提升全党执政能力的转

变，以及从党的建设的一项任务向重点任务、再从重点任务向党的建设整体工程的主线的跃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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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切实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持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成效卓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艰巨

性和长期性迫切需要一个具备强大领导力和执政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执政规

律，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履行党的执政使命的高度，切实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的执政意识、执政素质和执政本领，更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略、健全执政体制、优化执政方式和

巩固执政基础，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

大奇迹奠定了坚实基础。始终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定位为党执政后的根本性建设，是建设长期执

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历史经验。

第四，不断规范党的执政行为，持续提升制度治党水平，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

遵循。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是评价国家政治制度民主性和有效性的重

要标准。习近平指出：“宪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30］（P201）我国宪法确认了党的长期执

政地位。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坚持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转

化为法律法规，自觉把党的执政活动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坚

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夯实了把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到治国

理政全过程和各方面的法律基础，有利于提升党的执政行为法治化水平，确保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在

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并从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六个方面就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做出战

略部署，为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供了更为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保障。我们加快形成了覆盖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截至2021年7月1日，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615

部［31］，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有力夯实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制度

基础。

第五，理顺和规范党政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有机结合，是建

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性工程。在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执政党建设事关国家现代化建

设的前途命运，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有机统一的。在人类政党谱系中，马克思主

义政党是一种独特类型的存在，“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32］（P299）。基于先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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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且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特历史逻辑，我们党是一

个兼具领导和执政双重制度功能的领导型执政党。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有效和长期执政的政治前提，

长期执政则是实现有效领导的政治基础［33］。在大党治大国的政治格局下，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政

党主导的鲜明特征，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共生演化，构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正如习近平提出的，“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

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

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20］（P105）。但在具体实践中，一元化领导

体制容易导致党组织深度“嵌入”政权结构充当直接执行者，最终形成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的体制弊端，

反而弱化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邓小平就曾强调：“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

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11］（P365）。党政关系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实践问题，“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

条件，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22］（P168）。我们党要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

执政，必须理顺和规范党政关系，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改革和优化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具

体体制机制，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基本方略和行动指南。同时，党和国家机构是党长期执政的

重要载体，通过机构改革使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优化协同高效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是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科学设置党和国家机构体系并合理

配置其职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持续深化机构改革，加快构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党和国

家机构职能体系。新时代以来，我们从机构职能上解决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优化党中央

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

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保障。因此，实现执政党自身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相互增强和有机互动

的格局，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宝贵历史经验。

第六，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勇于善于自我革命，确保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肌体

健康和坚强有力。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对党的

肌体健康造成侵害。始终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境界，是建设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

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1］（P70）我们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整风

和党内教育，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 1954年春的整党运

动，总数为650多万的党员中共有41万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1983年到1987年的整党运动中，开

除党籍的有近3.39万人，不予登记的有9万人，缓期登记的有14.5万余人，受到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

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党内受到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有18.4万余。从党的十八大到

2021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08.9万人，其中中管干部453人；共予以党纪政纪处分

374.2万人［34］（P68）。我们党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化政治巡视和强化政治监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党深刻认识到“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

大威胁，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1］（P32）。党始终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并作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举措，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

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革命的质量和境界大幅提升，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探索出一条在长期执

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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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经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转型和发展，同时兼具二

者的双重特性。当然，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角色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改革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适应现代化发展和执政

环境深刻变化的新要求，又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尤其不能与百年大党的传统相对立。因此，坚持党的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

命，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三、新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路径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是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而

且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战略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注重继承式发展和守正式创新

的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要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而且需要继承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在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

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首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

人民。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和行动指南。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与否的标志，不仅

在于是否始终不渝地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更在于是否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一

个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政党，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

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党长期有效执政的理论支撑。习近平反复强调：“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21］（P66）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是建设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的政党，理论创新是制度、政策和实践创新的思想前提，理论创新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长

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新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要源于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

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P2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时代化，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优势，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产主义道德观教育人民，凝聚起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我们必须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吸收和借鉴

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不断夯实建设长期执政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其次，优化党的价值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持续提升党的执政体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在现

代政党的执政逻辑中，政党是国家和社会有效联系的中介机制，作为一定社会利益的代表掌握国家政权

并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执政党只有赢得社会和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政治支持，才能掌握国家政权。

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有效运行国家政权，就必须有合理的价值体系、优良的战略

体系、科学的政策体系等构成要素。构建科学合理的执政体系，主干是执政党本身，其生长的土壤则是

社会和国家，执政绩效和水平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共同因素决定的。因此，协调政党与

社会关系是基础，合法有效地掌握国家政权是目的，而建设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党则是关键［35］（P123）。为

了建设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价值体系建设方面，党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民族精神，主导时代风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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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党领导和驾驭意识形态的能力，持续巩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心理和思想道德

基础。在战略体系方面，党需要全面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内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对外，党

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顺应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

化的大势，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超越和破解“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全面开放，为人类

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对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党

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中，党需

要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科学制定阶段性发展目标和战略，合理

完善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的规划体系，在长期的政策目标和广泛的政策试验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持续

优化党的政策体系，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当然，为了有效贯彻实施党的战略

规划和政策体系，合格的干部队伍、协调的党政关系以及和谐的党际关系等支撑性条件也是必不可少

的。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优化党的价值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持续提升党的执政体

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重点。

再次，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中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

力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根本在于其强大的政党能力，而强大政党能力则在于持

续推进高质量党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独特优势。因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充分发挥其政治指南针

作用，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心环节。组织属

性是现代政党的首要维度，执政党自身组织体系的完备性与严密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有效执政的

首要前提。现代社会既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又是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政党严密的组织

体系、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强大的组织动员力既是其独特优势，也是其执政有效性的有力保证。我们要坚

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密组织体系，着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集聚各方面优秀人

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加强各级领导干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建设，提高党领导经济社

会发展的法治化和专业化水平，切实在领导工作实践中提高党员干部的执政本领，是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建设的战略性工程。制度建设是新时代高质量党建的根本方略。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

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实现政党治理和党的建设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建设，持续优化党委会制度、党组制度、纪律监察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党内督导制度、党管干部

和选贤任能制度、党领导人大和政府的制度、党对人民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制度、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社

会治理的制度、党对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群团社会组织的领导制度等，不断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制度，持续提升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

题，也是兴党强党、治国理政的战略方针，自我革命则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纠偏、自我完善、

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有效机制。党要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推进党内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体制机制，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把严的主基调长期牢固坚持下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高质量党建、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

中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最后，高度重视新技术革命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带来的风险挑战，着力提升党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的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以互联网的普及运用彻底改变了世界

面貌，并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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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跨越式发展，数字化技术已成为当前有效治理超大规模政党的重要力量，成为提高世界各国政党能力

的新引擎。习近平反复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

这一关。”［22］（P31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切实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将信息技术视为影响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关键变量。党要将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建设上升到事关执政安全、政治安全和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真正成为

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克服全党的“本

领恐慌”，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

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22］（P308-309），将网络

话语权和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纳入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布局之中。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提

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和水平，是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议题。随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

期，人类遭遇多重发展和治理危机，党要精准捕捉各种重大风险信号，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

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和风险防控责任机制，提高风险预警识别能力，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

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提升党有效驾驭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号召“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1］

（P72）。高度重视并持之以恒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青春活

力、能有效驾驭错综复杂的执政环境和现代化变革浪潮的根本和关键。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中，党积累了

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中，党要坚守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大势，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增强党的

执政体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提升党的建设创新举措的回应性和调适性，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奠定坚实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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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up a Long-term Governing Marxist Party: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c Paths

Tang Huangfe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major strategic issue of "building up a long-term ruling Marxist part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a party include the maintainance of the

very best characteristics of a Marxist party, firm defence for the people's democratic power, attachment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gov‐

erning the party by the system, straightening ou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insistence that the party must supervise its own conduct, enforce strict discipline, and be

self-revolutiona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modern political party that emphasizes inherited devel‐

opment and formal innovation. The strategic path for building a long-term ruling Marxist party in the new era

is adhering to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a Marxist party, effectively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

cy of the party's governing system,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responsiveness and adaptability of innova‐

tive measures for par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long-term governance；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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