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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自我革命

论”是对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创造，是基于党的建设实践提出的

创新性话语，不仅是对党的百年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未

来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

1 　党的自我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内容丰富，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

革命特质，党的自身建设等理论观点，作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

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论的提出无疑为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增添了新的时代价值。

1.1赋予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特质新的时代价值

革命是共产党的本质政治属性，革命不是指中国共产党哪一个

历史时期的特殊秉性，而是伴随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全部过程的政

党品格。正是在不断地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真正革命的

阶级”。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与挑战。共产党只有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

才能实现“两个决裂”，即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与传统的观念实行

最彻底的决裂。并随着阶级的消失，最终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进

行更为伟大的斗争，“自我革命”是其必备的政治本色，“革命党”是

我们即便和平时期依然不能淡化的特质。今天的革命性，绝不是要

回到过去，回到革命战争状态，而是保持革命精神破除利益藩篱，清

除顽瘴痼疾，破解发展困境，迎接时代挑战，化解社会风险。

1.2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新的时代进路

作为执政党，其自身建设质量与社会发展质量休戚相关。

如果共产党出现问题，势必会对社会建设带来消极影响，尤其

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由政党“自朽”

引发的连环反应不敢想象。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强党兴

党，必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锻造自己，只有在革故鼎新、守

正创新中自我跨越，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

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性地将党的政治建设列于党建总布

局的统领地位，这不仅是强化党的政治属性，同时是针对自身

存在的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

1.3确定无产阶级政党从严治党新的时代标识

“解决党的问题，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从

“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两个字的增加反映出来的是中

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再升级，是无产阶级政党从严治党的时代标

识的再深化。曾强调：“我们党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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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自我

革命论”，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发展，为把握执政规律提出了新的内涵界定，为新时代党建理

论提供了新要素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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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号召力，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此

外，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创新了党自身建设的新范式，对政

党政治内在发展逻辑同样做出了新贡献。

2 　深刻内涵彰显“党的自我革命论”的时代价值

2.1革命主体的自主性要求中国共产党增强从严治党的政治

自觉

这一特质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运动，这

种自觉、自主性内生于党的肌体，锻造于党的发展历程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独立自主进行改革与革命，最主要的是就

是因为党具有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的超然性，确保党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

2.2革命目标的长远性要求中国共产党永葆斗争精神与忧患

意识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

命一定蕴含着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但这个本领不仅是

针对当前存在的风险挑战，同时包括未来的风险规避与挑战迎

接。“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

挑战的准备。”

2.3革命过程的辩证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守正

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始终伴随着辩证地统一，是一个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党的自我革命并不是全盘否定，全

部摒弃，而是在否定中肯定，在扬弃中创新，始终注意处理

新与旧、否定与肯定、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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