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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牛晓天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  北京  100010） 

摘要：党性与人民性相互统一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的重要特征与实践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摆在“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六个坚持”首位，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民心是 大政治、走好新时

代党的群众路线是 根本路径、为民造福是 大政绩的坚定立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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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gh Unity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 Spirit in the New Era 

Niu XiaoTian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group of China Minmetals Corporation，Beijing 100010） 

Abstract：As a scientific asser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unity of the Party spirit and the people spiri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and practical principle 

of the CPC in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people first" in the first place of the "six insistences" of "grasping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and adhering to and using the position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that run through them"，which demonstrated the firm position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that the 

people's hearts are the greatest politics，the mass line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path，

and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is the greatest political achievement，It reflects the high unity of the CPC's party spirit 

and the people's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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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和维护人民根本

利益的重要准则，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

苦、团结奋斗的历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性与

人民性相统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开创历史伟业，带领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开启了人民观的新境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一、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溯源 

党性是指党的组织、党员关于党的观念、意识。党性说到底就

是方向、立场问题，是一个政党的政治本性和特性。无产阶级政党

一开始就公开表明自己的党性，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党的精神”

一词；列宁早年曾说过“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并在创办

《前进报》时提出党性与人民性关系这一重要问题；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对

关于党性的权威解释，“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这

是“党性”一词作为单独概念，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成为此后

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性是指党的组织、党员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认同意识和

观念。人民性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夏禹倡

导“政在养民”，周公主张“敬德保民”，孔子认同“民为邦本，本

固邦宁”，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 丰厚的智慧结晶，形成别具一格的价

值追求和精神向往，深深地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精

神世界。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1842 年 4 月，马克思在《莱

茵报》编辑部工作时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

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

他还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十

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生气勃勃的创

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蕴

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后经历届

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完善，成为我们党的生命线和传家

宝。 

二、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关系 

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站在全

党、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理解好、把握好两者关系，才能

明确方向、站稳立场。 

（一）党和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规定，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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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 密切的联系。我们党的 大政治优势是密

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 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在自己的工作中

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就决定党源于人

民、代表人民，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 

（二）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党性和人民性关系本质源自于党和人

民的关系。人民性是基础，是党性的生命之本、力量之源；党性是升华，

是人民性 高 集中的表现形式，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党性引领人民

性。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

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这种统一性的客观基础在于党和人民利益一

致性，现实要求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要坚

决纠正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错误认识，一种是把党性和人民性绝对对

立起来，片面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只能择其一。另一

种是认为人民性大于党性，立论基础是人民群众人数远远超过党员人

数，所以人民性大于党性。这两种观点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

起来、搞碎片化，在思想上是糊涂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

有害的，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 

（三）新时代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对党性和人民性提出新的要求。新时代的党性，就是要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执行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新时代的人民性，就是党的一切工作必

须以人民为中心，以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 高标准，让人民过上

好日子，有更多获得感。要全面处理好党性与人性的关系，把党性

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落实到为人民服务中，把人民性体现在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政策中，体现在贯彻落实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 

三、新时代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新时代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根本

宗旨认识的深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要成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务必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第一条。透过历史，我们依然可以

清晰地看到，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外有列强环列虎视眈眈，内

有军阀混战剥削压迫，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均没有解决中国

问题。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定捍卫国

家民族利益，克服重重阻碍，团结带领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的选择。没有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就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党

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牢牢把

握的根本方略。 

（二）务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根本立场。一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努力增进人民群众

福祉，做任何工作、办任何事都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观念，始

终对人民负责。二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期待，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衡量发展的目标、内

容和路径。三要解决好人民 关心 直接 现实的利益问题， 大

限度地保障和改善好民生，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成我们的大事，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只有诚心诚意地为老百姓解难事、办

实事、做好事，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三）务必坚持实干兴党兴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

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行

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只要我

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

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四）务必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

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

防范和纠正什么。新时代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

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纪检监察机关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监督检查党章执行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

的各项建设，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

进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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