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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政党建设与党的可持续发展

中央党校课题组：长春市纪委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启示和思考

张志明 李民 谢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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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历史方位的巨大变化，必然要求党的活动方式、自身管理模式和发展模式也发生相应

的变化，即我们党如何才能从一个善于依靠“运动”实施自身管理并促进发展的党，转变为一

个善于运用科学长效的管理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党。长春市纪委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实

践，为我们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长春纪委的实践探索带来的几点启示 

  启示一：创建学习型组织与党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向是一致的。建设学习型政党和打造学习

型组织文化的过程必然伴随政党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行为方式的变化。它所带来的分权

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平等参与、民主协商的工作风气等，正契合了当今世界民主化的发展

大潮流，也与中共进行的包括执政党自身建设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趋势相适合。多年来中

共权力运行以集中为主，民主与集中处于失衡状态，由此滋生很多问题，其发展党内民主的重

点多年来也是构建和完善代表制民主，思路总体受限于“领导本位”，即以各级领导机构和领

导班子的民主建设为重点。至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党员本位”始成

为一种新的民主发展路径选择。进一步发展民主，扩大党员对党务的有效参与，改变集中过多

而民主不够的状况，是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大方向，而这一发展方向则正与学习型组织理论所

内含的精神实质相一致。 

  启示二：学习型组与我们党超越“运动”管党模式的努力思路是一致的。运用什么样的治

党方法才能走出“历史周期律”，使我们党不断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实现可持续执政，是

几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艰辛探索的重大课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在全面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

条件下，运用“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办法治党显然已经不行了，甚至连带有“运动”

色彩的其他办法也越来越行不通了。我们党近年来在党员教育和管理的长效机制方面做了积极

探索，但仍然存在着载体缺乏、时效短、与工作结合不紧密、人文关怀不够和基层积极性不高

的情况。这说明，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建立，仅靠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方式是不够的，更要

从每个党员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调动党员自我超越的励志信念，培养党员科学的思想方

法和心智模式，推动组织内部民主风气的形成，进而在工作创新中实现制度创新。而“学习型

组织”和“学习型政党”建设，恰恰顺应了党的建设这种急迫要求，无疑会促使我们党尽快超

越“运动”模式，探索到制度建党的科学途径。其意义是深远的。长春最可贵的经验和启示就

是，他是长效机制。 

  启示三：“学习型组织”的核心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一致的。“学习型组织”强调

激发组织个体的活力与潜能，也就是倡导以人为本，把个体的全面发展作为组织整体发展的前

提和基础。它强调组织必须着眼于长久的竞争优势，在体制机制上不断自我完善，实际上是要

求组织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它强调民主管理理念，改善心智模式，重视平等沟通，也就是对组

织内部和谐的关注。它强调培养科学思维，提高系统思考能力，是强调组织发展的全局观念和

统筹兼顾的方法。所以，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入学习和更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过程。长春自觉地把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功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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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党创建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初步思考 

  一是应该把创建学习型政党提升为党的建设长远目标。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法，在理论上

符合当代前沿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思想，在实践中完全可能成为党的先进性

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长效载体，较好地把党的建设的各项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具有很好的理

论概括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可以说，建设学习型政党目标的确立，是我们党在政党建设理念上

的新发展，标志着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在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的进一步深

化。 

  二是应该把创建“学习型组织”作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载体。首先，“学

习型组织”创建活动要求组织成员进行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加强团队学

习和系统思考等“五项修炼”，从党的建设角度看，也就是要求党员把党的事业与个人的发展

统一起来，自觉掌握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努力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增强党性修养。其次，

“学习型组织”倡导民主管理、全员参与，营造开放、平等的交流和学习气氛，畅通言路，发

挥集体智慧，实行集体决策，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保障

广大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并且通过切实可行的“操作规程”，把党内民主和党内

监督的内容、形式、方式、方法和步骤程序化、流程化、制度化。第三，创建活动激励组织成

员为了实现愿景而努力奋斗，在挑战能力极限中实现自我超越，在团队协作、优势互补、相互

激励中实现自我超越，在总结经验教训和不断反思中实现自我超越，在树立标杆、追赶先进中

实现自我超越。这种超越，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实现组织创新和

工作创新的途径。而党员个体的不断超越和各级党的组织的不断超越，必然为党的整体的不断

超越带来不竭动力。 

  三是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总结和推进“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创建“学习型组

织”，体现在党的建设领域，就是要努力探索和遵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真正

做到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做到以人为本，尊重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

和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设一个与时俱进的可持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习

型政党。因此，应该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基层单位开展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的

经验，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课题组组长：张志明。成员：李民，陈

凯龙，谢峰，薛伟江，谢磊。执笔：谢锋，张志明）

（责任编辑：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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