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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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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陈云在从严治党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独创性的

论断和主张，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从严治党思想有机 整 体，并 呈 现 出 以 组 织 建 设 为 依 托、以 党 风 建 设 为 先 导、以 纪 律

建设为保障的三位一体的特征。全面把 握 陈 云 从 严 治 党 思 想 的 总 体 格 局，深 度 分 析 陈 云 从 严 治 党 思 想 的 结 构 特

征，对于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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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严治党不仅是保障党的战斗力和团结一致的

基础，更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安全。作为对党的建

设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陈云以其深厚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力，从组织、
党风和纪律建设的三重维度，在从严治党方面提出

过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论断和主张，形成了较为系统

的从严治党思想，并呈现出以组织建设为依托、以党

风建设为先导、以纪律建设为保障的三位一体的特

征。在研究陈云从严治党思想时，既要正确认识到

组织建设、党风建设、纪律建设三个组成部分的重要

性，又要科学把握陈云从严治党思想作为一个有机

整体的完整性。全面把握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总体

格局，深度分析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结构特征，对于

新形势下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不断提高

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一、组织建设是依托

陈云从严治党思想是组织建设、党风建设和纪

律建设的统一。组织建设是陈云从严治党思想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整体结

构中处于基础地位。组织建设与党风建设、纪律建

设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是加强党风建设和纪律建

设的前提保证，也是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托。“无产阶

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

器”［１］。陈云深知党的组织建设在整个从严治党有

机体中的基础性地位，指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

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

队。只有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

的力量”［２］１２７。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当

中，陈云从党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党的组织

建 设进行了深刻思考与积极探索，并从党的组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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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视角，着重论述了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

设的思想，对于新时期夯实党的组织基础、保证党的

团结统一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干部队伍建设

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干部队伍建设处于核心地

位。从严治党，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党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３］。党

的干部是党的各项任务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干部队

伍建设直接 关 系 到 党 的 路 线、方 针、政 策 的 贯 彻 实

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陈云历来重视党

的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干部的选拔与教育。陈云

认为，加强党的干部建设，需要从严选拔干部。从严

治吏是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严格选拔干部，是
从源头上建设干部队伍的重要措施。早在１９３８年

９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就对选用干部的标

准进行了阐述，指出“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

的德和才”［２］１２２。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明确提出了

选拔党的干部的四条标准：第一，“忠实于无产阶级

事业、忠实于党”；第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第三，
“能独 立 决 定 工 作 方 向 并 负 起 责 任”；第 四，“守 纪

律”［２］２１２－２１３。建国以后，尤 其 是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后，陈云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在干部选

拔问题上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提出：
“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

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４］３１７陈

云关于从严选拔干部的思想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选拔

提供了行动指南。此外，陈云认为，加强党的干部队

伍建设，要从严教育干部。干部教育是提高干部队

伍素质的有效方法，也是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在

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陈云形成了科学的干部教育思

想体系，丰富发展了党的干部教育理论。思想政治

教育，是陈云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在１９５４年

２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指出：“可靠的、永

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

导人的革 命 觉 悟 和 革 命 嗅 觉。”［５］２３２－２３３这 里 强 调 的

提高领导人的革命觉悟、革命嗅觉的目的，就是要坚

定共产主义信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后，

针对党所处的新形势，陈云提出：“党的纪律检查部

门和各级党的组织，必须重视在执政党的条件下对

党员的政 治 思 想 教 育 和 党 性 教 育。”［６］３０４－３０５陈 云 关

于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对于新形势

下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

追求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文化知识教育，是陈云

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要部分。陈云深刻认识到文化知

识教育的重要作用，指出“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革命是革不成功的”［２］１７７－１７８。文化知识是党员干部

政治素养的前提和基础，文化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

联，“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要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

能的”［２］１７８。陈云 对 于 干 部 教 育 重 要 性 和 必 要 性 的

认识，为从严治党形势下提高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保
持党的先进性提供了有益参照。

（二）党员队伍建设

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党员队伍建设处于基础地

位。从严治党，需要建设一支全面过硬的党员队伍。

在长期从事党的建设工作中，陈云对党员队伍建设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加强党员

队伍建设的思想。加强党员队伍建设，首先要严格

把握党员标准。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是党员队伍

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陈云从党的性质、党的历史使

命和党内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等方面出发，深入阐

释了坚持党员标准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１９３９
年５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明确

地将党员标准概括为六条：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

奋斗”；第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

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

决议”；第五，“群众模范”；第六，“学习”［２］１３７－１４２。这

六条标准是当时加强党的建设、扩大党的基层组织

和做好党员发展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新时期

保持党员纯洁性的重要标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还 要 切 实 提 高 党 员 质 量。“党 员 的 质 量 高 于 数

量”［２］２０６是陈云多 次 强 调 的 党 员 队 伍 建 设 的 一 项 重

要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宝贵

经验。抗日战争期间，针对突击发展党员导致党员

质量下降的情况，中央政治局于１９３９年８月印发了

《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着重强调了党员质量的重要

性，并作出党员发展工作中“求精不求多”的指示，时
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认真贯彻实施了上述

《决定》，并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高度，高屋建

瓴地指出：“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

情，是党的建 设 上 的 一 个 根 本 问 题。”［６］２９１针 对 该 问

题，陈云还指明了提高党员素质的方法“不仅仅是洗

刷落后分子，还必须加强党内教育。每个干部，每个

党员，都要经常阅读党出版的书报或其他进步书报，

增 加 知 识，自 修 深 造，在 政 治 上 不 断 提 高 自

己”［２］２０７－２０８。这些观点主张为新形势下提高党员队

伍整体质量、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供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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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考。

二、党风建设是主导

陈云从严治党思想是一个在内容结构上完整的

统一体。党风建设是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灵魂，在

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整体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党

风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的主导，具有正本

清源、固本培元的作用，是从严治党的党性保证。陈

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党在各

个时期不同的形势与任务，对党风建设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

创造性的见解，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为新时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基本原则。
（一）党风建设的重要性

党 风 建 设 是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建 设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在陈云建党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管党

治党的工作实践中，陈云对于党风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日臻深刻。早在延安时期，陈云根据党的局部执

政的情况，就对权力的二重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指出

“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

害群众利益。党员违反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

的不满。”［６］１００建国 以 后，党 由 过 去 的 革 命 党 转 变 成

了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这种地位的转变与角色

的转换也给一些作风不正的党员干部滥用职权提供

了可能性。陈云在回顾历史与审视现实、放眼国际

与立足国内的基础上，清晰透彻地分析了加强党风

建设的必要性，指出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无

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全国执政

前还是执政后，都要搞好党风建设。同时，陈云还注

意到了党风建设与党的执政基础之间的关系，指出

“对于利用 职 权 谋 私 利 的 人，如 果 不 给 以 严 厉 的 打

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破

坏党的风 气，使 党 丧 失 民 心”［６］２８７。改 革 开 放 后，国

内国际环境发生进一步变化，“‘一切向钱看’的资本

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

风气”［７］１７５８，面对这一新的问题和挑战，陈云以一个

伟大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的 锐 利 目 光 和 理 论 勇 气，在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提 出 了“执 政 党 的 党 风 问 题 是 有 关 党

的生死存亡的问题”［４］２７３。这一科学论断言简意赅、

内容丰富，体现了陈云对于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

识，彰显了陈云对于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突
出了陈云对于党风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度认知，

是陈云对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此外，在全

面把握现实情况和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陈

云还注意到党风建设与改革开放之间的紧密关系，

提出“没 有 好 的 党 风，改 革 是 搞 不 好 的”［４］２７５。陈 云

高瞻远瞩地将执政党党风问题与“党的生死存亡”和
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直接相联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党风建设的理论，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

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党

风认识水平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二）党风建设的常态化

切实推动党风建设的常态化，是增强党治国理

政能力的必要举措。执政党的党风问题至关重要，

必须常抓不懈。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党风

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４］２７３的观点，道出了党风

廉政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本质，是党风

问题“永远在路上”的最初洞见。加强党风建设，探

索党风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途径，是一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历史任务，需要做好持久作

战的准备，并且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灵活机动

地提高党风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改革开放后，新的

社会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党风建

设面临着新的冲击与考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

实行和干部年轻化进程的推进，党的肌体大大增强

了活力。但 是，党 的 作 风 建 设 问 题 也 随 之 突 出 起

来”［７］１７３４。本 着 实 事 求 是 的 务 实 态 度，１９８４年１０
月，陈云在 中 纪 委 常 委 会 提 出 的《加 强 纪 律 检 查 工

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报告的批示中明确

指示：“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

原则和党 的 纪 律 不 存 在“松 绑”问 题。”［７］１７４９为 了 推

进党风建设的常态化，陈云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建设实践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针对党内出现的腐败

现象，陈云始终坚持全力以赴，严抓到底，“要同一切

违 犯 共 产 主 义 理 想 的 错 误 言 行，进 行 坚 决 斗

争”［４］３４８，并要求 党 的 各 级 部 门 都 要 予 以 充 分 重 视，

每个党员都要身体力行。１９８５年９月，陈云在中国

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要求严整党纪党风，并
详细指出了敦促社会风气好转的有效路径，“一是各

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做出榜样。三

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

退休的在内的同志。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当即、发挥

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问题。只要

是党员，活 着 就 永 远 处 在 第 一 线”［７］１７５６。上 述 观 点

充分表达了陈云打造风清正气的政治生态的决心和

信心，对于推进党风建设的常态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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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关于党风建设常态化的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

义党建理论的新境界，为新时期开创党风廉政建设

的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纪律建设是保障

陈 云 从 严 治 党 思 想 是 一 个 密 不 可 分 的 有 机 整

体。纪律建设是陈云从严治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整体结构中处于关键地

位。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纪严

于国法，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党的纪律是保持党的组织统一的有力武器，“要保障

我们的 党 能 有 组 织 和 统 一，这 就 需 要 有 严 格 的 纪

律”［２］１２７；党的纪律也是党风廉洁的首要前提，“不严

格执行 党 纪、政 纪，党 风、社 会 风 气 无 法 根 本 好

转”［６］３０１。在陈云从严治党思想体系中，纪律建设是

组织建设和党风建设的原则保障，是从严治党的关

键一着。陈云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奠定了中国

共产党守纪律讲规矩的理论基础。
（一）建立健全党纪党规

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是根本。在思想上，陈云高

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关系到党的执政能

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

挥着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是党

的先进性、纯洁性得以充分体现的重要保证。作为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陈云深知党的制度具有理论教

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

视角，敏锐地注意到党纪党规对于党的组织建设和

党风建设的重要影响力。针对党的组织团结问题，

在１９５４年２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根据建

国后党的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明确指出：“我们要严

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

有保证了。靠 别 的，我 看 都 靠 不 住。”［５］２３３针 对 党 的

党风廉洁问题，陈云清醒地认识到党纪党规对于纠

正党内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的重要性，指出：“我看

不能因为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

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

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

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

物。”［５］２３２１９７９年１月，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再次强调了“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

任务，就是 要 维 护 党 规 党 法，整 顿 党 风”［６］２４２。陈 云

对党纪党规的高度重视，为制度治党奠定了思想基

础。此外，在行动上，陈云还有力推进了党的制度建

设。党纪党规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重要法宝，全面

从严治党就要把党纪党规立起来、严起来，使其成为

“管党治党的尺子”，保证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

心作用。１９８０年 至１９８５年 期 间，在 陈 云 的 领 导 主

持下，党中央、国务院、中央纪委先后下发了一系列

预防和惩处腐败的明文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

定》以及《关于坚决纠正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

通知》等条例准则就是当时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成

果。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上述党内法规的制定，为当

时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确立了不可触碰的纪律底

线，为从严治党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在大力

推动党的法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显示出了我们制

度治党的坚定决心与行动力度，并为新时期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依法依规治党以及扎实开展廉政反腐

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严明严守党纪党规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法规制 度 的 生

命力在于严格执行，“严”是党的建设最鲜明的底色，

是讲 政 治、懂 规 矩、守 底 线 的 纪 律 要 求。马 克 思 指

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

无成。”［８］列宁提出：“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

极 严 格 的 纪 律，是 战 胜 资 产 阶 级 的 基 本 条 件 之

一。”［９］陈云继承了马列主义关于严明严守党纪党规

思 想 的 基 本 观 点，并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发 展 和 创 新。

１９３９年５月，针 对 共 产 党 员 刘 立 功 的 违 纪 事 件，陈

云严肃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

及其党员没有一直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

定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因此破坏党纪，

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

倾向作斗争。”［２］１２７同时，他还强调“在无产阶级有组

织的队伍内，也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

遵守纪律 的 分 子 存 在”［２］１２８。陈 云 高 度 重 视 党 员 对

于党纪党规的恪守，并从战略高度将其视为评判党

员的重要标准之一，指出“一个真正能够自觉遵守纪

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

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表现出自己是坚定地遵守党的

铁的纪律的模范”［２］１３９。建国后，党的执政地位和执

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

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做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

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

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

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

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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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

自己谋取 私 利”［１０］。针 对 此 种 情 况，陈 云 在 科 学 分

析和准确判断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基础

上，提出“共 产 党 不 论 在 地 下 工 作 时 期 或 是 执 政 时

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４］２７５。陈云一贯

强调党纪面前一律平等。遵守党的纪律是每个党员

应尽的职责与义务，任何党员都必须无条件遵守党

纪，要始终保持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的高度一致，坚决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对于背

离党纪党规的腐败分子，必须严肃处理，“无论是谁

违反党纪、政纪，都建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

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

事，否则就是失职”［４］３５６；对于情节严重的，“我主张

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

无法整顿”［７］１７３８。党 的 纪 律 是 统 一 的，必 须 无 条 件

遵守，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
“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

尽可出党”［２］１９６。陈 云 对 于 违 背 党 纪 党 规 零 容 忍 的

坚决态度，表达了其从严治党的勇气和决心，为新时

期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提供了重要借鉴。

陈云关于从严治党的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刻。

在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三重维度中，组织建设是基

础，党风建设是核心，纪律建设是关键，三者相互促

进，相辅相成。同时，这三者也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

上统一的有机整体，既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又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陈云从严

治党思想三位一体的结构特征，体现了其深厚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辩证思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党建学说，对于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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