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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⑵ 

———一部研究和总结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力作 

  

面向实践,是该书的第三个特色。历史是为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理论也是为未来的实践提供服务和

指导,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兴衰成败,最终要看其执政能力在各国的具体实践中是否得到有效的提

高。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理论,更是行动的指南。它以实践性为显著特点,要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

一,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实践基础上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它决

不企图建立某种最后的体系而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的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正因为它任何时候

都不停止随着时代洪流前进的步伐,时时注意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始终体现时

代精神的精华,永葆着生机与活力。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然是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政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础上,立足各自国情、面向各自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

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适合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发展道路,构建适合各自

特色的执政理论体系的。 

该书在梳理考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史的基础上,得出了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执政理

论上共通的一些经验教训,这包括应尽快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必须不断加强党内民

主建设;必须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等。这些理论认识和经

验总结,也是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得来,是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晶,它反过

来要服务和指导未来的实践。对照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取得执政地位,特别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面向中国实践,在探

索适合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发展道路,构建适合自己特色的执政理论体系时的坚强决心和开

拓勇气。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本研究性的著作既要敢于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见解,又要做好出现不同

认识的准备。比如,在“革命党”和“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上,有观点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无产

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其本质特征和奋斗目标,无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

期,无论是否处于执政的地位,党的这个最终奋斗目标都没有改变。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简单区

分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两个概念或阶段,何况,与“革命党”相对应的概念应当是“建设党”,

它指的是党的不同时期历史任务的变化,而“执政党”相对应的概念应当是“在野党”,它指的是党的

不同时期历史地位的变化,因而两者不应进行同层次间的对比。这个革命的概念不仅仅指暴力革命、夺

取国家政权等等,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在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意味着

以暴力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的时期,它则意味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并

 



为社会主义的更好发展奠定基础。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体制性障碍都要进行调整或改革,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①有鉴于此,该书作者也特别强调,书中所

说的“革命党”和“执政党”,不是就政党的地位而言,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执政理念和治国路

径上由“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的转变,目的是克服其在革命中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 

此外,有关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其与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苏联大清洗的数据等等,近年来随

着历史的沉淀和档案的解密,国内外出现了一些争论和不同见解。如果作者在做到尽量严谨和客观公正

地选取材料的同时,能对不同观点和数据也有所对比和注解,则既不失学术争鸣的雅量,也有助于引起读

者的阅读兴趣和对比反思。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

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等方面的研究) 

注 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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