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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始终坚持政治建军方略，积累了政治建军的丰富经验，成功探索出一条

政治建军之路，成为政治建军理论创新发展的集大成者。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核心经验与成功密

码，就在于打造并坚持了牢固的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体系，保证了军队从属于党的属性，从属于党的

领导和掌控。军队从属于党，二者得以同向合成，保持一致，成就了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

武之师、胜利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一、探索确立军队与政党之间的从属结构体系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了“军队是一种工具”的观点[1]，把军队理解为处于被支配

地位的、具有从属意义的武装力量。南昌起义是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党开始探索通过提高党的地

位形成对武装力量领导的方法和途径。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并用前敌委

员会作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但从结果上看，由于没有形成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实际上军队还没

有真正从属于党的领导，政治建军效果并不理想。由于中国共产党建设军队是由上至下部署的，逻

辑上，政治建军、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应该首先发生在军队高层。但实际上，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

在起义后遭受严重损失，仅剩小股部队，政治建军反而是由小股部队进行探索并加以实践的。随着

党和军队的发展壮大，直到军队高层对党的从属结构稳固下来，才最终全面实现了军队对党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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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结构关系。

政治建军真正的开始，是以基层连队为起点的。1927年的三湾改编是在组织层面，把当时叶挺部

队和个别其他国民革命军中流行的在师、团级设立党支部的做法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将党支部下沉，

延伸到连一级，党小组延伸到班，形成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方案。这样，连队也变成了政治性和军事

性兼具的合成型组织。合成的方式则是军队从属于党的领导，党主军从，党是支配者，军队是被支配

者，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因此，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2]。党支部是基层

领导决策的核心，连队则从属于党支部的领导。支部建在连上以架设崭新组织的方式，使军队从属于

党的领导，基层层级有了清晰的从属结构。同时，三湾改编整编部队，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在政治上

官兵平等，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三湾改编两年以后，党主军从，军队从属于党的结构开始在军、师层级确定下来。武装力量规模

在不断扩大，但走在探索政治建军最前列的红四军内部却发生了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建军原则问

题，党与军队谁做从属者、谁被支配的问题。1929年 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召

开，会议解决了这个争论，从实质上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军事从属于政治，军权从属于党权，军队是被支配者而不是支配者，军队受党的

领导和掌握。党与军队之间通过从属结构，同向合成到一起，此结构体系，使军队与党保持了高度一

致。相对于当时革命军队从属于政府、军队受地方政府指挥的结构，古田会议安排的军党直接从属结

构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古田会议规定：有党才有军[3]，党对军队享有超越性地位，“一切工作，在党的讨

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4]，“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4]86- 87。军队必须听从党

的命令，“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4]87。绝不能颠倒从属结构的顺序，反过

来搞军事领导政治。古田会议明确指出，“以军队控制政权”“军事领导政治”是错误行为，把结构搞成

党从属于军的结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以后的发展中，尤其是党委制度确立和恢复之后，军队对党

的从属结构，在主体上就更加明确了，“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5]。

党的武装力量发展到方面军层级时，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又通过确认性原则和禁止性原则，从

正反两个方面彻底确立下来。红军长征途中，作为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倚仗枪杆子力量，公然挑

战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另立“中央”；抗战初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不听党的指挥，给党的事业造成

严重损失，影响恶劣。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 1938年 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

时提出确认性原则和禁止性原则。确认性原则是“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禁止性原则是“决不容许

枪指挥党”[6]。确认性原则为政治建军提供了正向引导，禁止性原则从反向打击违背从属关系的行为。

正反两方面的原则确立后，军队从属于党的结构也就真正确立起来了。禁止性原则把军队定位在从

属地位上，军队与党之间只能是军队从属于党的结构。军队必须从属于党，受党的领导和掌握，绝对

不能有任何僭越行为，军队如果追求与党的平行地位，甚至试图以枪的力量指挥党，都是绝不容许

的。如果枪指挥党，就是军建政治，而不是政治建军。当然，随着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越来越稳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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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性原则在以后就主要通过对行为的禁止来落实，比如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团团伙伙行为、

持续整治山头宗派活动等。

军队基层连级及军、师级在探索和架构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时，军队的高层与党还没有建立从

属结构。早期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基于内部强化政权作用的认识，在高层架构中，军队从

属于政府，党不能直接指挥军队。1928年 7月，党的六大上周恩来所作的军事报告明确强调，红军一

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7]。党对军队的直接、绝对领导是在军、师级部队

的重要会议，也就是前述古田会议上首先确立的，古田会议是“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定型的会议。“定

型”一方面是后人的总结；另一方面，只是找到了正确的起点，并不是终结和完成，这也决定了此后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何让这种结构军队最高层确立下来，党和军队都经历了较长的、艰辛的探索。

古田会议时期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在相对容易建立，那时尚未有成型的政府，共产国际也不会直接

施加影响，关系只发生在党和军队之间，从属结构的建立相对单纯和干脆。而在军队高层，尤其是建

立了地方政权乃至全国政权，有了国家以后，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的形成还受“国”的影响。在后面的

实践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将中共中央军委与国家中央军委合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邓小平

提出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8]以后，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负载了国家

和人民的性质，复合化地处理了如何在复杂背景下架构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的问题，成功保持了军

队对党的从属结构不会断裂、不受影响。

二、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并确保军队能力与政治需求相适应

在确立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探索如何持续保持军队对该结构在能力

上的适应性。2016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部队时强调：“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立军之本，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松懈。”[9]因此，要做到不松懈，就必须要始终超前一步。不断保持从属结构

的动态适应力，一方面要不断加强政治领导，另一方面也要不断确保军队适合政治需要。为了做到不

松懈，党在军队能力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党的重要任务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在不断推进政治建军的过程中，党对军队的领导也主要从这三重维度强化，形成了稳固的三维体系，

而强化的目的就是要使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更加牢固，确保军队从属于党的绝对领导，听党指挥。因

此，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努力的方向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

导下的人民军队[10]。上述三维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的

保障。陈毅曾指出，我们的建军任务是加强对本军的政治领导[11]。在实践中，党也正是以政治领导为核

心去部署工作，发展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体系的。党强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注意盯住政治领

导这个核心，坚持在军队中的政治建设，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党自身也不断纯洁党员的党

性，强化领导权威，提升领导能力。党始终把强化政治领导的伟力扎根于人民，因为人民是党执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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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底气，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保证了党具有赢得军心民心的能力。

党还始终注意提升政治建军所需的能力。军队从属于党，根本上就是要使能力水平适应党的政

治需要。军队在能力上不适应政治任务需要，就不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可靠工具。对于军队能力的提

升，党始终进行着积极而清晰的规划。这种规划一方面把军队放在国内政治大局下，规定军队能力的

发展目标。比如，邓小平曾根据国内政治大局需要，提出“部队要忍耐”，要求军队的发展必须服从国

家建设大局。另一方面，党也把军队放在国际政治、外部军事环境下考量，始终关注世界军事发展方

向，先后对军队提出机械化、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信息化、智能化等发展目标，为军队的军

事发展预留通畅的渠道和足够的空间，让军队能够放手提升作战能力。

党的政治建军不仅体现在军队各方面能力的建设上，还体现在十分注意不断拓宽军队的能力范

围上。在古田会议上，党要求军队具备各领域的能力。军队不能坚持“纯军事”的观点，不能是纯军事

主义的军队。军队除执行军事任务外，还必须做好党的宣传、组织、群众等工作，完成建立政权以及建

立党的组织等任务。也就是说，除有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之外，还要有从事组织、宣传、建立政权等

方面的能力。此后，从能力性质维度上，党在很长一段时间把军队能力维持在宣传队、工作队、生产

队、战斗队等几个维度上，因为军队的能力范围越宽，军队完成任务的能力就越全面。

按照军队能力与政治需求适配的要求，军队自身也在不断提升能力水平，始终紧跟党和人民的

事业不断发展自己。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军 9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

断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人民军队已经由过去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的

强大军队，由过去‘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展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

军队。”[12]人民军队“跟党走”，也含有能力建设上的要求。虽然能够“跟党走”，但跟得远或过远都是不

行的，必须做到“紧跟”。“紧跟”既是政治的要求，也是能力的要求，能力上不能紧跟，或者跟不上，都

不能说是做到了“紧跟”。“紧跟”被军队自觉地锻造成能力与政治合一的思想意识：能力本身就是一

种政治要求，能力不合格，跟不上步伐，不能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政治上也就无法说是合格的。

三、从制度、工作、原则多方面强化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体系

政治建军方略只有落在实处才能见效，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注意从制度、工作、原则等多个方面

强化军队与党之间的从属结构体系。

首先，党的政治建军方略，以从制度上强化党对军队领导的方式来实现军队对党的从属。起初

主要是党代表制度、政治机关制度、政治委员制度，之后党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都坚持并

贯穿了党主军从、军队从属于党的原则。一方面，这些制度强化了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另一方面，

起到强化从属结构的作用也是这些制度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这些制度主要包括：支部建在连上制

度、党委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民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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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度、军委主席负责制等。这些制度都有其形

成的历史背景，各有各的针对性。在早期尤其是初创时期，“支部建在连上”是被强调的重点；而在最

新一轮的军事改革中，重点强调的则是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度、军委

主席负责制。

其次，党通过政治工作强化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起初并不是我军的发明，

但后来却成为我军突出的特色。周恩来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期，就开创了政治工作的各种

形式，建立了全新的工作制度。我军后来发展出的各种政治工作方式，实际上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与发展。我军的政治工作通过对党主军从结构的强化，形成了一种推进带动机制。各种带有政治含义

的要素、事物，党均能通过政治工作，深入发挥其政治效能。政治工作已经成为党对军队领导最有特

色和最核心的内容。政治工作把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体现到方方面面的具体工作中。做政治工作，就

是在强化军队对党的从属，就是在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掌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治工作实

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13]。政治工作就是为持续巩固军队对党的从属、党领导和掌握军队

而服务的工作。政治工作也就是把军与党以从属结构合成到一起，使军队始终与党保持一致。1932年

的《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正式提出了将政治工作视为生命线的重大论断。1944年

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2014年新古

田会议，都明确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也是从属结构的判断标准，政治工作做得如

何，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从属结构保持得怎么样。

最后，党以根本原则的形式确立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党的政治建军经验，说到底就是使军队在

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在处理军队事务方面，党形成了诸多原则，但唯独把“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根本原则，因为这个原则确立的就是军队从属于党、党主军从的结构。而从

军队这一方面来看，这个根本原则尤其是加了“绝对”之后，更实质的内容则是军队对党的从属，军队

必须处于被支配地位，“绝对领导”对军队而言，就是军队绝对从属于党，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掌握，

不讲自身地位，真正以从属者的身份忠诚于党，对党的忠诚是一种彻底的忠诚。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确立为根本原则，也就在根本上坚持了军队从属于党的从属结构。

四、把军队对党的从属关系作为军队的坚定信念和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做到了把军队对党的从属关系作为军队的坚定信念和精神支柱。军队在精神

上把从属于党的领导和掌握自觉地形成“服从党”[14]的自我认同：“人民解放军是我党领导的武装，要

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命令”[14]271。

在周恩来创立的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传统中，党将政治工作作为革命的灵魂，“部队政工是革命

的灵魂”，为军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确立“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4]421，实际也是

把军队与党的从属结构作为军队的坚定信念和精神支柱，军队对党的从属以形象的“党指挥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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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正式成为全党的精神原则。

军队对党的从属结构进一步成为军队的坚定信念和精神支柱的标志就是“军魂”理念的提出。军

队对党的从属结构，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成为军队的“军魂”。不从属于党的领导，军队

就处于“无魂”状态，就没有信念。党领导军队的过程就是对军队赋“魂”的过程。对军队而言，对党的从

属和服从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信仰缺失，精神就会迷茫，政治建军就会失灵。把军队对党的从属关系作

为军队的坚定信念和精神支柱以后，就能始终保持领导权的排他性和纯洁性。党是唯一可信仰的主

体，从属于党是军队在精神上的唯一选择，而其他任何主体在军队中都没有这种精神地位。除了代表

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之外，军队没有其他的可信主体和心理依靠。组织上，也不容许其他组织进入军队

与党竞争，“只容许共产党来领导军队，别的党派是不可能来参加领导的”[15]。即使军队内部出现错误，

也只能由党自身来纠正，不容许其他组织插手。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建军之本、强军之魂给军队更强、更深、更高效

的支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从 2012年至 2017年，仅用了 5年，人民军队就实现了全面重塑。2017年

在庆祝建军 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经过 5年努力，人民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

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12]。2019年 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但强调和重申“强

军之魂”，而且还进一步把“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并将之作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的基本依据”[16]。2021年 4月 7日印发的《关于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本

意就在于更加“着眼加强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领导”[17]，全面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的政

治建军原则，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实现党在新时代强军目标的根

本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

一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31.

[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

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第

二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37-39.

[3]萧克.朱毛红军侧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3.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

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89.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M].北京:军事科

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375.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

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21.

[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58.

[8] 邓小平文选（第 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34.

[9]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 坚定信心

狠抓落实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01-08.

[10]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国防和军队建设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选编[Z].北京：解放军出

版社，2010.

[11]陈毅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大

21



Abstract: Among the experiences of great success achiev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building the military through political work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xperiences worth

being summed up. The core experience and the code of success of building the military through political work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ordinate structural system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the political party,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capabilities suitable for the

political need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subordinate structural system, and the successful spiritualization of the

subordinat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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