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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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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个确立”自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以来，就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涉及“两个确立”的理论依据、

历史依据、现实依据与决定性意义等内容，形成了立意深远、现实性强 , 成果丰硕、视角新颖、内容广泛等明显的特点。但也

应看到 ,“两个确立”研究在内涵、研究深度和广度、研究视角、时间跨度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乃至不足之处。梳理“两个确立”

研究现状 , 分析其逻辑依据及决定性意义 , 并作出深化“两个确立”研究的思考和展望 ,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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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立”的提出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历
史性贡献之一，同样“两个确立”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取得
辉煌成果的根本原因。“两个确立”自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
以来，就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涉及“两
个确立”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与决定性意义等
内容。本文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相关论文进行梳理
与评述。

一、提出这一重大论断的依据

（一）关于“两个确立”的理论依据
确立一个坚定的领导核心、确立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进行自我革命，永葆青春活力的必然要求。“确
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对于
坚强领导核心的强调，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地位”则体现了科学理论指导作用。“两个确
立”的提出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一是确立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的重要性。曲青山认为，
唯物史观是“两个确立”的理论依据，“两个确立”具有决
定性意义的重大历史结论强调了“一个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
造者的原理，一个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
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这两个基本原理	[1]。王可卿认为，马
克思主义革命领袖对推动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 马克思
主义政党不仅需要坚持集体领导 ,	更需要在领导集体中确立
一个领导核心 , 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难以形成合力 [2]。

二是确立科学的理论思想指导的重要性。赵庆寺认为，
革命政党需要的是能够指导革命成功的理论，而执政党需要
的是能够引导执政党进行建设与改革的理论。只有一个坚定
的领导核心才能让党的指导思想能够在组织上得到保障。[3]

辛鸣认为，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就是其指导思想。中国共产
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不
是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而是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4]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两个确立”理论是对于马
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新发展。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自觉地团结在领袖的周围，高举科学理论的大旗，才能
实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二）关于“两个确立”的历史依据
确立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

位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组织特征和独特政治优势。“两
个确立”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进程中探索总结出来的科学的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
依据。学者在论述这一历史依据时往往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是确立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作用。陈松友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历史上看，苏共的瓦解与苏
联的解体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教训。确立坚强成熟的领导
核心、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个必须要坚持的
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犯错误。[5]

二是确立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中的作用。任理轩认为历史的选择，船重千钧，掌舵一人。
每次到紧要关头，党的领导核心都能带领全党力挽狂澜，推
动党和人民事业破浪前行。中国革命事业才转危为安，不断
从胜利走向胜利。[6] 韩庆祥认为，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
斗，首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能实现
强起来的理想。同时实现强起来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
行，并且坚持自我革命，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必须过
硬。[7]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两个确立”具有深厚的历
史意义，确立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帮助共产党人克服重重苦
难，渡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党的领导核心及其所创立的科
学理论，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
本性政治问题。

（三）关于“两个确立”的现实依据
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将加强党的建设，而“两个确立”

则是我们的首要要求。从现实角度来看，这就必须拥有坚定
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的理论体系。学者在论述这一方面时，往
往从国内外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在对国内方面，马建堂认为，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关键时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外部环境错综复杂，这
需要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这种
困难局面，强调“两个确立”能够不断增强我们应对危机挑
战的能力、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8] 在对国外
方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阮宗泽认为，
“两个确立”是中国外交再创辉煌的根本保障。习近平主席
所提出的新方案与新倡议是对现有的国际机制体系的新的重
要补充和完善，能够引领国际社会走向更加开放包容、合作
共赢的方向。	[9]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两个确立”具有深厚的现
实基础。面对新时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所
面临的问题也更加严峻，“两个确立”也正是基于此所做出
的必然举措，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

二、提出这一重大论断的决定性意义

（一）关于“两个确立”的实践意义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大的政治成果，

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情况进行结合，所创立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的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两个确立”这一成果具
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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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立”拥有深厚的积淀，会转化为强大的实践
动能。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傅华认为，从宣传的角度来讲，
做到“两个确立”就是要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和领袖
形象宣传。通过充分宣传总书记的领袖形象，引导全党全社
会自觉理解“两个确立”、树立核心意识、锤炼忠诚品格。[10]

陈培永认为，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看，“两个确立”是对
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有力贯彻与执行，“两个确立”确立了领
导的核心地位，体现了“集中”这一原则，能够更好地推动
党内民主。	[11] 许勤认为，“两个确立”首先要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并且主动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对党和
人民保持赤诚之心。最后还要把“两个确立”贯穿到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	[12]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社会主义发展所证明了的正确结论，体现了社会主义发
展的必然逻辑。

（二）关于“两个确立”的思想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

实际的呼声”［13］。新时代以来，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
形式，也面临着种种的可以预测与不能预测的困难与挑战，
只有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

李志勇、郭佳宁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包含着丰富的
精神内涵。这些精神是激励全党、各民族人们前进的不竭动
力。[14] 张红建认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的科学的理
论，这体现在对现阶段我国治国理政中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
部署，是获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理论指南。
[15]	石仲泉认为，《决议》中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战略、
新思想，在逻辑以及原创性上都有了更同一、更充分的表达。
这些充分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
涵和重大意义，彰显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化发
展史上的重要地位。[16]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两个确立”拥有深厚的思
想指导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多、
涉及面广、逻辑严密，能够指引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把握历史脉络，不断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三、关于对“两个确立”研究的总体评述

综上所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学术界从各个
不同的角度对“两个确立”的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
了许多有用的学术成果。但是，从目前研究进展来看，仍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两个确立”的核心思想的研究还处在继
续发展阶段。从以上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对于“两个确立”
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很多还只是建立在阐释与宣传的目的上，
较少对理论内核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此外，研究成果没有
结合新时代的特征进行论述，对于新时代的特点的体现并不
太足够。

第二是关于“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之间的理论
联系没有能够充分论述。“两个维护”与“两个确立”一样，
都是对党的历史经验所做的科学总结，是涉及到全国各族人
民根本利益所在的最根本的政治纪律与要求。但是目前为止，
学界对于“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之间关系的理论论述
还不够充分，但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论变迁的历
史脉络的梳理与理论变迁的必要性的阐述，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和探讨。

第三是关于“两个确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
关系问题。目前论述“两个确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
的论文较少，	“两个确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关
系与必然性的研究不足。“两个确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之间的关系，同向同行及其内在联系进行学术化、学理化、
系统化的探讨，既十分迫切又极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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