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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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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世界东方，最震撼人心和引人探究的是中华民族从屈辱沉沦到崛起复兴的历史命运。

在百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各种力量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舞台上奋斗博弈，演出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

事件。斗转星移，大浪淘沙，许多势力昙花一现，成为“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历史过客，中国共产

党最终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所趋，人心所向。 

  多党制试验夭折，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没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开花结果 

  多党制的尝试在中国不是没有过。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至上、毫无民主可言

的封建专制统治，算是打破了对政党活动的限制，一段时期内建立了国会，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

面，“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实际的政党、政治团体数目

高达300多个。许多人真诚地希望，用包括多党制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以实

现强国富民之梦。可是，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它的国情、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决

定的，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多党制缺乏经济、政治和

文化基础，议会政治更不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任务，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国会被封建

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多数政党或沦为封建军阀的附庸，或堕落为追逐名利的

工具；选举中贿赂公行，议员声名狼藉。随着袁世凯暗杀革命派领袖，解散国民党，踢开国会，进而

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多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试验破产了。这说明，资产阶级议会管不住封建军

阀的枪杆子，实行多党制只能是一相情愿。 

  不是机遇格外垂青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什么偶然因素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领导地位，而是

中国近现代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只有在先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完成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是仅有几个小组、几十位党员的小党，处于被打击、被迫害的地位。是不

是机遇格外垂青共产党，或者是什么偶然因素把共产党推到了领导地位呢？不是的。在纷繁复杂的政

党活动后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一切政党的成败兴衰。中国近现代

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摆脱贫穷落后，实现

国家的繁荣富强。而这两个任务又是相互联系的，只有首先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

进行建设，使国家走向富强。在历史提出的这两个任务面前，任何政治力量都是平等的，谁能够领导

人民完成这两个任务，谁就有资格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政

治舞台上有三种力量：他们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建国方案，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面临的

历史任务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 



 

  第一种力量，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先是北洋军阀，后是国民党统

治集团。他们是反动的力量，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这

个政治力量貌似强大，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控制了中国的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对外投靠帝国

主义势力，对内以封建主义势力作为其主要的社会支柱，这样，他们就站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对立

面，成为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主要的和直接的障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遭到

了中国人民的唾弃，他们的政权也先后被人民革命的洪流掀翻了。 

  第二种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是若干中间党派或这些党派中的若干领袖人物以

及某些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们是中间力量，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

以便自由、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

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掠

夺中国，发展他们本国的资本主义。如果中国成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就将丧失在中国的殖民

主义利益，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是他们绝对不允许的。因此，一部中国近

现代史，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先

生”侵略“学生”的历史。还应当注意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软弱。他们

由于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于同封建土

地所有制关系密切而不敢放手发动中国的主要群众──农民。这样，他们也就没有能力带领人民扫清

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从而使中国争得独立并臻于繁荣富强。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

张也就始终未能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中除极少数人走向反动之外，

多数人也逐步地承认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因而抛弃了走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拥护中国

共产党提出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 

  第三种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他们是进步力量，

主张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由此走向社会主义。从党本身

的特点看，它也具有其他政党不可比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政治上远见卓识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

思想，这个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系统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无比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

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创立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铸造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样三件夺取革命斗争

胜利的法宝；规划了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等等。从而为中国人

民争取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显然，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和政治主张

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能够完成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使它具备

完成这两个任务的主观条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领导者的根本原因。事

实也正是如此。民以食为天，仅从吃饭问题看，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时说过一句话：我把四亿人口

吃饭的包袱留给了共产党。历史上中国的任何政权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而正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温饱和小康。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胜利，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饱受奴役压迫、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成为

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历史发展的必然最终表现为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事业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和无私奉献，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确立了领导地位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历史的必然要求最终表现为人民的选

择。谁能够领导，谁不能领导，终归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并非只有共

产党人才懂得。但是，只有代表先进阶级和先进生产力的政党才能真正、彻底反映和实现人民利益，

而其他政党或者理论与实际相脱节，或者始行而终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

在争取群众，标榜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反动统治势力掌握着国家政权和宣传

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迫害和污蔑，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从来没有停止过。如同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说，共产党是个穷党，又被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

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

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的奇怪，就是这样的党，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

护。原因很简单：人民群众对一个政党的认识，不仅是听其言，更是观其行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

就投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尽管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党的具体政策不断有所调整，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宗旨，贯穿在党的全部实践中。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党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和贡献表现得尤为鲜明。党成立后不久，就联合其他政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走向高潮。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代表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革命，在白色恐怖中，其他势力脱离了革命，中国共产党独立坚持武装

斗争的方针，开辟了土地革命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新时期；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面临亡

国危险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促进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

成；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又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和平，建立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

取得了革命胜利。在四次大的革命斗争中，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献出了生命。仅举几例：红军长征

突破湘江时，遭受围追堵截，人员损失过半；中央红军经历千辛万苦到达陕北，30万人保留下3万

人。两万五千里长征是20世纪“地球的红飘带”，而这一红飘带却是红军战士的鲜血染成的。据《西行

漫记》记载，在斗争惨烈的鄂豫皖根据地，有的红军战士家庭甚至整个村落群众都被杀光。据中央民

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统计，全国有名可查和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烈士，有370余万人。另据七大时的估

计，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战场上牺牲的有76余万，其中有共产党员32万；1927年至

1932年，仅在刑场上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少在100万以上。根据建国初期的普查，全国有

2100万革命者牺牲。只有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的政党及其成员，才能有这样大无畏的英勇奋斗

和自我牺牲精神。党的历史是对党的性质、纲领的最好说明，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表明，

共产党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忠诚、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作出了

最大的贡献和牺牲。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中国人民认识了共产党，选择了共产党，与党同心同德、

患难与共，形成了“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鱼水关系。解放战争初期，一方是用飞机加大炮

武装的800万国民党军队，另一方是小米加步枪武装的120万人民解放军，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是

悬殊的。然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武器的优劣，而是人心的向背。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解放军得到人民的支持，解放战争开始，在东北的解放军部队只有一二十万人，经土地改革得到

翻身解放的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加子弟兵，3年后，已经成为百万大军。淮海战役期间，支

前民工多达百万，人推肩扛的运输力量超过了国民党美式装备的机械化车队，保证了前方供给，创造

了中外军事运输史上的奇观，人们说，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争的胜利。毫无疑问，人民的

支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赖以确立的根本条件。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主张走中间道路的人丢掉了幻想，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

希望，作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使党的领导有了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建立了一些民主党派，对促进民族团结抗战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希望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中间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



阶级民主国家。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根本不允许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经

济上，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集团对民族经济肆意摧残；在政治上，他们撕毁政协决议，召

开由自己一手包办的伪“国大”，暗杀民主人士，甚至勒令中国民主同盟解散，使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

治代表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彻底破灭。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民主党派从中国共产党身上

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走向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1948年，中国民主同盟在恢复民盟的会议中宣

告：“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想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今后应积极支持以人民的武装

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装，与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为彻底推翻这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和彻底驱逐

美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斗争”。1948年各民主党派一致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

协会议的号召，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这是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关系上的

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各民主党派一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共产党的纲领，这样，中国共产党获得

了全中国除极少数反动分子之外的各阶级、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党的领导有了最广泛的

政治和社会基础。 

  （作者系北京市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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