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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立——兼谈改革开放30年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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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
论，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建设最大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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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是这场伟大的革命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中国共
产党自己也在这场崭新的革命中经受了考验，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自己。在总结改革
开放30年经验的同时，总结一下党的建设的经验，应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一 
改革开放30年，也是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发展的30年。 
改革开放的每一重大战略部署，每一伟大实践，都包含着党的建设的新举措和党的建设理
论的新探索。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每一创新发展，也反过来推进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各个领域的改革。 
回顾总结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在改革开放30年中所走过的轨迹和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从
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
加强自身建设，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总结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到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及其发展全局中去考察和研究。 
“党的建设”这个范畴，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建设。狭义的党的建设，主要指的是
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广义的党的建设，包括狭义的党的建设的
全部内容，还包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的制定，包括党在各个
阶段的中心任务的确立，等等。但是，这仅仅是逻辑上的划分，在实践中这两个层面的党
的建设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因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
只有围绕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及其规定的各个阶段的中心任
务去推进，才能既保持正确的方向，又具有明显的成效。 
这两个层面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党的建设与党的工作全局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告诉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必须从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全局出发，从这一全局与党的建设互动的特点出发，去考察，去总结。我以为，
这是总结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 
三 
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回顾总结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最重要的
是，我们党认识到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
变。(严格地讲，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革命党。这里所讲的“革命党”，指的是领导人民
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没有失去革命精神和革命目
标，还要继续领导改革开放这样“新的革命”。) 
党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党的建设也只有从党的实际出发，才能适应



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党的实际，最大的实际就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这就
是，中国共产党自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特别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
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
政的党；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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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转
变，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来最重要、最深刻的转变。 
认识这一转变，揭示这一转变的意义，并按照这一转变来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可
以说是我们党30年党的建设的最大进步、最重要经验。 
四 
认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是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应该讲，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
决策，包括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在城市工作中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要牢记“两个务必”
等思想，是一种执政党意识，即党已经在考虑从执政的角度来加强自身建设。 
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
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特别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我国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
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并在1963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党尽管强化了“巩固政
权”的执政意识，但是这种“强化”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强化的，不仅
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反而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名义强化了“革命党”意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仅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而且
是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党对历史方位转变自觉认识的历史起
点。由此而决定了，30年前的拨乱反正，最大的变化，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最大的进
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五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对如何从“革命党”转
变为执政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 
党的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对党的建设全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执政党应该
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根据这样
的思考，党的十二大在确定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同时，制定了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治路线；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党要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3年，邓小平还提出了与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完全
不同的党建目标——“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可以说，十二大前后党中央的这些
认识，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转变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把执政党建设问
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绝非易事。我们既要遵循世界
上执政党建设的普适性原则，又要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
纲，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制定这样的
基本路线，反映了我们党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依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那么，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
以后，要不要在政权机构内部，在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内部建立党组织并继续发挥领导核
心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执政党建设时，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
执政党理论，退出政权机关和经济、文化组织？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借鉴世界上市
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更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
来，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也要把世界上的执政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际结合起来。
这一问题，历史地摆到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面前。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铭记邓小平关于“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
代，在抓党的建设的同时，认真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理论。1989年12月，江泽民就
强调“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
政本领。”也就是说，党组织不能退出政权机构，要在政权机构内部来进行领导，但又不
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以后，党中央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1994年提出要实施新时期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后，党中
央明确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执政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党的阶
级基础、群众基础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大理论观点。“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强调要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解决执政党如何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核心问题。可以
这样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形成了科学的执政党建设理
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执政党建设理论。尤其
是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
设为主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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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表明，中国共
产党对历史方位转变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六 
综上所述，在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党的建设理论也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
善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可以说，这是党的建设30
年来最大的理论成果。 
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
个根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理论。 
首先，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论断；关于党面临的挑
战和历史性课题的论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的论断；关于党的最高纲领
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论断；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论断，
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重大论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础性理论。 
其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关于增强党的
执政意识，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关于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
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构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执
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社会之间关系，包括巩固党的阶级基
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包括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
和谐的要求；关于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要求，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构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主线和总体布局的理论；关于党
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作风
建设的理论；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关于依党章从严治党的理论，阐明了在今天新的
历史条件下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思路。这些党的建设的重要思路，提出的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方法。 
当然，我们说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形成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建设理论，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建构了这一理论体系。我们应该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为契机，积极开展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 
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三个方面20个重大理论观点，涉及执政党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在
改革开放30年中形成和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完善和发展，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
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事实上，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一命题，本身就是我们党在30年党的
建设理论创新过程中，获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建设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认识执政规律，尊重执政规律，努力按照执政规律加强执
政党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完成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  许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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