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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陈云对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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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云用很大的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形成了丰富的党建理论。他始终坚特党的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提出要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

的中青年干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鉴于党内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陈云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的著名论断。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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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达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

出的贡献。其党建理论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进一步学习、研究和运用陈云同

志党的建设思想，颇有意义。本文拟就陈云党建理论的主要内容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至理名言，是陈云于延安整风后，在仔细研读毛泽东著作和认真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王明“左”倾错误教训的基础上而得出的科学论断。它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不唯上”就是不要对上级指示和决策机械地照抄照发，而是要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不唯上”也不是上面

的话不要听，而是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陈云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1] ，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2] “不唯上”更不是不要党的纪律和中央权威，而是要

求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中央权威。 

“不唯书”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反对教条主义。陈云多次讲“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3] ，“理论和

实际两者不能或缺”[4] ，要“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5] “不唯书”不是主张不读书，而是要求认真读好

书，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理论。 

“只唯实” 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陈云多次讲：“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

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6] “只唯实”就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前

进。陈云多年来就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早在1958年他就指出：“创造性必须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否则就会华而不

实。”[7]  1984年他又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8] 只有如此，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呢？陈云在实践中归纳出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所谓交换，

“就是互相交换意见”[9] ，使认识比较全面。所谓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10] 所谓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

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11]  

二、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主张要严惩腐败分子 

早在我们党成为全国执政党以前，陈云就十分重视党风建设问题。他根据党在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经验，预见了“当权的

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12] 因此他主张“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13]  

执政后，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变了，正如陈云所说的：“从前在瑞金、延安时， 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14] 由

于执政，党的地位也变了，权力腐蚀的危险增加了，一些“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15]  ，称王称

霸，由人民的“公仆”变为脱离群众的“官老爷”。因而，陈云及时告诫全党：“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



的。”[1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改革开放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与此同时，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也滋生和蔓延。这些腐败现象严

重地影响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的形象，损坏了党的声誉，已经引起党内外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大背景下，陈云

向全党敲起了警钟，“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7] 他还认为，

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会严重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18] 并多次强调，如果全党

不引起注意，不严惩腐败，就会“使党失去民心。”[19]  

如何消除腐败现象呢？陈云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高干部队伍

的素质，为人民群众掌好权、用好权，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另一方面，要对以权谋私的干部绳之于党纪国法。“对严重的经

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20]  

三、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逐步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要党有力量，必须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

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而全党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陈云运用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想，提出必须严格执

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的思想，并对此做了理论阐述。 

第一，要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陈云在论述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上，首先强调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只有民主，才能集中。”[21] 并认为发扬民主就是允

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22] “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23] 但

是，“民主又必须集中。”[24] 如果不讲集中，不讲统一，不讲服从，而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少

数人的行动不受多数人意志的束缚，那末，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不可能达到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就没有战斗力。因此，他认

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 [25]  

第二，要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 

是非关系是党内各种关系中的一大关系。怎样才能辨明是和非的关系呢？陈云认为，一是党组织要讲公道，并要“主持公

道”[26] ，“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27] 。二是“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28] 

 只有我们党内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29] 三是要“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30] 就是说，

谁是谁非，要严格按照集体生活的原则，开诚布公，以诚相见，正面地坦率地讲出来。陈云特别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首先应从领导做起。”[31] 这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制度的关键。 

第三．要摆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 

陈云指出，“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 “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

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32] 每个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党组织的一个分子，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

行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党的一个组织中，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分配，执行党组织

的决议，接受党组织的约束和监督。 

四、特别强调党的支部应该成为团结群众的坚强核心和堡垒 

在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陈云是第一个有专文论述党的支部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他关于支部建设的理论，主要包括以

下三点： 

其一，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 

陈云指出：“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33] 并以明确的语言概括了党的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

党的基层组织按生产和工作单位而建立。因而党支部成为党的整个组织肌体的细胞。我们党正是通过千百万个党的支部，把所有

党员严密地组织起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才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严密整体，才会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党。 

其二，党支部应成为团结群众的坚强核心和堡垒 

陈云认为，“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34] ，是党在群众中最基本的工作单位，同群众的联系也最密切。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只有通过分布在各行各业之中的党支部，才能最终贯彻到群众中去，成为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具体行动。同时，群众

的思想情绪和愿望，只有通过党支部，才能不断地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使党的政策更加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使党同群众始

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党支部就成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陈云还根据历来党的建设经验指出：“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

在群众中的堡垒。”[35] 也就是说没有坚强的党支部作为基础，就没有巩固的党。而衡量一个党支部是否坚强巩固，最主要的就

是看这个党支部是否真正成为群众的核心。 

其三，努力建设纯洁、健全、得力的党支部 

陈云指出，“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36] 由此，

他对加强支部建设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首先，必须加强党支部领导班子的建设。“支部领导机关的健全与否，对于党的任务的

完成有决定的作用。”[37]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就无法搞好支部建设。因而支部的党员必须选举那些政治立场坚定、忠

实执行党的政策、作风正派、有工作能力并为大家所信服的党员作为支部委员、支部书记。其次，党的支部必须教育好和管理好

党员。如在支部的日常工作中，要监督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党员中间各种脱离党的理论、政策、党

规、党法等错误倾向。最后，党支部还必须做好群众工作。“支部在周围群众中间工作的好坏是测量支部工作好坏的尺度。”



[38] 只有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才谈得上成为群众的带头人。 

五、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出要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 

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

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39]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0] 他还把党的干部政策概括为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必须善于爱护干部”三个方面。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基本观点，陈云进一步作了发挥，使党的干部政策更加系统化、具体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 

为了考察和选拔干部，陈云认为挑选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41] 即“德

才并重，以德为主。”[42]  

（二）合理使用干部、关心爱护干部 

陈云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形成了特点鲜明的用人之道。他把这个“用人之道”简

洁地概括为十二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干部才会有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天地。 

（三）热诚地团结党内外干部 

我们党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分布在四面八方。陈云十分重视党内干部的团结，认为党的各类干部都要用干部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以党的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团结奋斗。同时，陈云也很重视党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发出“竭诚欢迎广大的党外人

士与我们共事”[43] 的真诚呼声。他强调：歧视、排挤非党干部，“脱离党外人士”，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礼贤下士、尊敬贤

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44] 陈云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论述，对我们当前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的政策也有现实的指

导作用。 

 

 

注释： 

[1]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2] 《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3] 《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4] 《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5] 《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6] 《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7]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8]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页。 

[9] 《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10] 《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11] 《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12]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13]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14] 《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15]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310页。 

[16] 《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17]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18]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19]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20]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246页。 

[21]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22]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23]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24]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页。 

[25]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页。 

[26]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27]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页。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28]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29]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30]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页。 

[31]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32]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页。 

[33]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34]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35]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36]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37]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38]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 

[41]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42]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43]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44] 《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责任编辑：刘济华 孔建会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65；8417786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