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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保持党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

理论家，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深厚的革命情怀

和优良的革命作风，无论在党执政前还是在执政

后，他都十分注重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处于复杂的执政环

境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发扬革命精

神，保持革命本色。回顾总结毛泽东关于党执政

后保持革命性的战略思想，对于新时代确保党不

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执政党保持革命性的主要依据

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定位。新中国成

立仅一个月后，鉴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

东为了防止党变质、国变色、民受难，提议成立中

央纪委和各级纪委，朱德为首任中央纪委书记。

1956年经毛泽东审阅、中央讨论通过，邓小平代

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执政

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

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

气。”“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

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邓小平文选》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毛泽东在

审阅后的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党已经成为领导

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263页）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

阅过的署名为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经验》，指出：“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

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

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

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

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

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

个很大的危险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可见，防

范执政风险是毛泽东强调党在执政后保持革命性

的重要缘由。

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定位。在毛泽东

看来，无论是执政前还是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仍

然是革命党。毛泽东说：“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

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

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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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

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

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

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页）1943

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中高瞻远瞩指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

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

要完成这两个革命，就要造就一个真正符合这四

条标准的革命政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

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

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鲜明体现了他对共

产党保持革命性、先进性的战略思考。在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上，他又强调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

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

大。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党执政后如何发扬革

命精神、实现革命理想成为他夙夜忧患的主题。

源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党定位。无论是执政

党还是革命党，本质上仍然是群众党。正因为如

此，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群

众路线称之为党的生命线。毛泽东是从农民家庭

中走出来的、长期与群众在一起的伟大领袖，对群

众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他把群众路线视为党的

生命线，提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说：“群众是从实践

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

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

‘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

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同上，第373—

374页）党是人民的领导工具的重要思想，充分体

现了毛泽东对执政后共产党保持革命本色的本质

要求。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国共产党的

群众党定位始终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

二、执政党保持革命性的重要途径

开展思想革命。“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

据。”（《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15页）毛泽东特别注重党员的思想革命，他在延安

时期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的角度

系统阐述了革命的对立统一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

党在内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原理。他结合革命斗

争实践，进一步概括了革命斗争的哲学形态：“宣

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

革命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330页）1964年7月，毛泽东阅改过的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

的教训》指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

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

时间才能解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可见，坚持

革命斗争，源自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内部矛盾，源自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

度的对立统一。既斗争又合作、既增强党内团结又

开展党内健康的思想斗争和反腐败斗争、既借鉴

资本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这是党内思想斗争的

辩证法。

反对特权和缩小收入差距。毛泽东把干群

收入差距过大看作削弱革命精神的重要因素，把

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作为建设革命性政党的重

要措施。他提出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的办法来防

止出现特权阶层：“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

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

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

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享受任何特权。”（《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在毛泽东

看来，革命任务还没完成，还只是刚刚开始，差

距过大的工资制容易使党员干部丧失革命斗志，

要牢记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干部要与群众在一

起，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针对新中国成

立后一些干部争名誉、争地位、比吃穿的现象，毛

泽东说：“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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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流。世

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

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

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

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毛泽东文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这里，毛泽东明

确把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称之为“革命党”，把

保持革命精神作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要求。1956年

11月，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在必要的时

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

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

（同上，第162页）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党员和

干部要发扬革命优良传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特别是有些党员干部掌握权力后贪图享受甚

至贪污腐化，不但印证了执政前夕毛泽东在西柏

坡提出“两个务必”的正确性和预见性，而且强

化了他保持执政党革命性的决心。1957年，毛泽

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告诫道：“我们要保持

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

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同上，第285页）

强调生产力革命。毛泽东不但重视阶级斗争

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革命，而且重视生产力和技术

层面的革命。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

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

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

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

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

产力。1956年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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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

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1957年3月，他又提出：

“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

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

化革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89页）“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

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

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

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

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

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毛泽

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09

页）可见，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具有强烈的生产力意

识和社会革命意识。对此，邓小平有过科学的评

价：“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

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

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

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

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三、毛泽东关于执政党保持革命性
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

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

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习近

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

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70页）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表明，执政党

必须保持革命性，执政也是新的“革命”，“反腐

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中国共产党

在新时代以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未来要取得更大

胜利需要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但不意味着

没有斗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继续发

扬革命精神，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中国共产党

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比如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坚持斗

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虽然没有改变，但国际局势和格局发

生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不仅

机遇大于挑战，而且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

非传统的安全风险和不确定的新型风险在增加，

新的矛盾挑战更加复杂。

从类型学看，革命既包括经济革命、文化革

命、技术革命，也包括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其重要内涵在于不忘党的革命理想

和革命目标，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同时，不忘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还要向共产主

义最高理想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

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

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0页）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整体

呈现“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意识形态

领域仍然表现为“西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有的领

域还存在中国故事不会讲、中国道路说不出、中国

方案不相信等问题。西方国家“颜色革命”的图谋

依旧存在，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渗透与反渗透的

博弈在一些领域既严峻又复杂。面对具有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发扬革命精神，提高斗

争本领，掌握历史主动。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

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优势需要一个长期

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和平共处又平等竞

争，既借鉴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又超越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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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最终超过资本主义是大势所趋。坚定信念、

保持定力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题中之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意味着“告别革

命”，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奋力推进新

时代的社会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破除

对“革命”的认识误区。一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有的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早产儿”，有的说如果没

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这

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二是反对把革命党与执政党

对立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正式提

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

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

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

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

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

‘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

同的事情。”（《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9年版，第299—300页）三是反对否定“阶级

斗争”。我们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说

否定了阶级斗争。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

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

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

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可见，摒弃“以阶级

斗争为纲”并不意味着当代阶级斗争消亡了。四是

反对政治虚无主义。这种思潮否定革命英烈和抹

黑党的领袖，削弱党的根基，不可掉以轻心。

推进新的社会革命，既要“破”，又要“立”。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具有革命

性变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比如构建“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非公有制经济等多种经

济成分共同发展拓展为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等等。这些思想层面的革命进一步推动生

产力革命和体制机制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通

过这些革命性变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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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

3—4页），今后还要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正如邓

小平把改革开放定位为“第二次革命”一样，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革

命，要着眼于思想灵魂的革命、聚焦打破利益固化

和利益集团藩篱的革命，落脚于“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这一人类解放层面的社会革命。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但革命理想不

能转型、党的性质不能转型。共产党人是建设者，

也是改革者，更是革命者，仍然进行着革命的接

力赛，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步步把理想变为

现实。改革开放不是“告别革命”，社会革命不等

于阶级斗争，但不否定斗争，这是革命的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

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习近平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物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无论是

总体上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还是破解经

济领域的深层次矛盾，都需要深入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革命性变

革。事实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身就是新的社会革命，新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持续推动

着新的社会革命。当今全球正迎来第四次工业革

命，我们要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和后发优势，掌握革

命性的变革技术甚至颠覆性技术，占据产业革命

和技术革命的制高点，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越是长期执政越要增强忧患意识，以彻底的

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跳出历史周期

率。“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

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6页）“我们千万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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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

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

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

个重大命题。”（同上，第576—577页）习近平总书

记还说：“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

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

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

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4页）自我革命作

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需要上下

同心整体推进、保持定力久久为功。

一是自我革命必须反对特权思想和官本位

思想。特权思想与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是严重背

离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

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

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

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因此，自我革命要保持

党员本色，不搞特殊化，带头在宪法和法律范围

内活动。党员干部既不能居于法律之上，也不能

居于法律之外，不能以言代法，也不能以权压法。

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才能带动行动上的革命，只有

内心真正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父

母，才不会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和欺压群众。

二是自我革命要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

团。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要求党员和干部

不能与民争利，不能有当官发财的腐朽思想，不

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思想，更不能

形成党内利益集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

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到，中

国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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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会《决议》再次

重申了这句话。”（《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

出版社2023年版，第558页）“我们党没有任何自

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

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

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

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

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

刀。”（同上，第559页）可见，自我革命不仅要开展

思想上的自我革命，而且要敢于进行利益层面的

革命，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

三是自我革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思想和西方

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立足于中

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国情，不搞多党制、两党

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制、总统制、西方选举制等

制度。自我革命要无私无畏，也要自信自立、胸怀

天下，善于借鉴世界文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改

善党的领导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保

持执政本色与提高执政本领相融合，有助于稳步

推进自我革命的制度化、规范化。

四是自我革命不搞群众运动，形成思想建党

与制度治党的合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

督权相互协调与相互制约的制度机制。“增强党

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

监督。”（同上，第55页）监督的重点和关键是监督

权力的运行。为此，要以党章为核心，以健全和落

实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

范体系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保障党员主体地位

和人民主人翁地位，建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

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完善权力运行体系，进

一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唯有此，才能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

用”，党员干部才不敢懈怠，才不会人亡政息，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浙大城市学院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

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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