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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

张　健　要仲宇

[摘　要]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把党建设

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主

要体现在重视恢复提高党的威信、重建党内政治生活规范、改革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丰富深化领导核心

内涵、维护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五个方面。邓小平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是中国共产

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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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

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强领

导核心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主要体现在重视恢复和提

高党的威信、重建党内政治生活规范、改革完善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强调中央权威及核心问题、

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五个方面。

一、重视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仅建立在

全党的团结统一基础之上，也深深植根于人民

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之中。

     *本文系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科学研究类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ZB21BZ02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健，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要仲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
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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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刚恢复领导职

务的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四人帮’反对毛

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给党的建设、党的作风

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现在我们要“充分信任

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

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

起来”。 [1](pp.45-46)不久，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透

露：我们正在抓整风，有三个方面，都是毛主

席谈过的。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群众路

线。第三是民主集中制。现在这些优良传统

应该得到恢复和发扬。 [2](p.224)经过两年多的努

力，邓小平总结道：“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

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

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

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

的领导。”[1](p.165)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怎样改善

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

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

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1](p.271)只有

“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

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

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p.333)只要

保证“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党的威

信自然就会提高”。[1](p.271)

1989 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寄语新的中央

领导集体：“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

民信得过。”“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

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

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

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

干出实绩。”[3](pp.298-299)

实践证明，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

集体在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接力探索，使党的威信、中央领导集体的

威望不断提高，得到了人民的高度认可和衷心

拥戴。

二、重建党内政治生活规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党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受到严重破坏、纪律废弛、个人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的情况，以邓小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制定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有计划有步骤进行整党，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

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使党内政治生

活走向正常化。

（一）在拨乱反正中确立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 1月 18日至 4月 3日，党的理论工

作务虚会召开。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错

误思潮，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在会上发表讲

话，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

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

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p.173)此后，他多次强

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

的领导。”[1](p.342)

1992年 10月 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

报告中全面总结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将四项基本原则上升

到立国之本的高度，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

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

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

得新的时代内容。”[4](p.12)

（二）强调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

准则

为全面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

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

-- 52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4年第04期

的团结和统一，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

的战斗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

验基础上，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草案）》，向全党公布并广泛征求

意见。1980 年 2 月，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和修

改，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准则是对全党政治生

活、组织生活和全体党员行为作出的基本规

定，其位阶仅次于党章。在目前党内法规体系

中，准则仅有三部，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是第一部。以准则的形式总结历史上

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教训，把党章的有关规定

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化，使党的规章更加

完备，更加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对于健

全党内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

的团结和战斗力，反对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

出：“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

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对党的路线和

党的领导采取对抗、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的两

面派态度，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特别是在

第三条“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部分，强调：“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

全党服从中央，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

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

证。任何部门、任何下级组织和党员，对党的

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合意的

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公开地或者变相

地进行抵制，以至擅自推翻，都是严重违反党

纪的行为。”[5](pp.415、417、419-420)

邓小平高度重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在 1980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他强调：“要严格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

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

策 采 取 阳 奉 阴 违 、两 面 三 刀 的 错 误 态

度。”[1](pp.358-359)后来，1983 年整党时，邓小平要

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

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指出“这是整党不

走过场的一个重要标志”。 [3](p.39)

（三）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全面整党

针对党内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

和组织不纯的问题，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

二大严肃指出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

亡，并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

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1983 年 10 月 12 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

届二中全会上就整党问题强调：“前两年我

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

况”，这次整党“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

涣散状态”，对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

必须严肃作出组织处理；对情节较轻的要进

行严肃批评，并要他们作出认真的而不是敷

衍的检讨，作出改正错误的切实保证；对大

多数党员来说，则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

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

本好转。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每个党

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

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

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总之，我

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

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

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①即《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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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坚强核心。”[3](pp.38-39)

三、改革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改革党和

国家领导体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主要内

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一）恢复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

1980 年 2 月 23 日至 29 日，党的十一届五

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

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问题。全会决定恢

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

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这一

方面是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

会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和决定国内外事务中的

重大问题，一方面使党的各方面大量日常工作

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处理，另一方面也有培养

和锻炼接班人的战略考量。

1980年2月2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召集的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他

在讲话中谈到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和设立中

央书记处问题时说：八大为什么建立书记处？

毛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在考虑一线

二线问题。毛主席的说法是，这样比较能够经

得住风险，也就是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

不会影响到整个集体。关于书记处的职权，邓

小平说，肯定是管全局，党、政、军、民，工、农、

商、学、兵，都得管。这次设立的中央书记处，

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放在经济工作、放在四个现

代化上。[2](pp.603-604)

（二）强调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党中央的

助手参谋作用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政治

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党中央开始进一步酝酿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由于事关重

大，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改革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

要细密，步骤要稳妥。总之，不能使一切确实

还能为党做工作的同志不工作。”[1](p.359)邓小平

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

志支持。

1982 年 7 月 30 日，经过近两年思考与探

索，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

出：“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

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

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在

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

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

创造条件。中青年干部有的是，问题是过去我

们老同志眼睛长期不是向着他们，不从他们中

间去选拔接班人，总是在老的圈子里面转过去

转过来，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1](p.414)

党的十二大决定成立并选举产生中共中

央顾问委员会后，9 月 13 日，邓小平出席中央

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主任。

他讲话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

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

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

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

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

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这个问题不解

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

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

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

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

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

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

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

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

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3](pp.5-6)

对于中央顾问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的关

系以及怎样开展工作，邓小平指出：“总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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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按照新的党章办事。党章规定，中央

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

参谋。”“党章还规定，中顾委在中央委员会领

导下工作，任务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

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

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

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

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邓小平还特别强

调：“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

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

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以后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我

们的后辈。我们的态度正确，对推动他们的

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搞得

不适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仅不要妨

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书记

处的工作，也不要妨碍下面各级的工作。”“要

注意起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

我们这些老资格，讲话是有人听的，是有分量

的，所以要慎重。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注意这

个问题。”[3](pp.6-7)

从党的十二大至十四大的十年中，中央

顾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

会在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领

导下，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性

功绩。

（三）通过党政职能分开在改善中加强党

的领导

“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后，邓小平开始

着手解决党委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

代政等积弊。1980年，他多次提出：“我们要改

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

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

度。”[1](p.269)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

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

问题。[1](p.685)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专门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

邓小平强调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

问题。对此，他解释道：“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

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

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

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

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

工作。”[1](p.321)

在邓小平看来，党政不分问题常常与官僚

主义问题纠缠在一起，严重削弱了党的领

导。他指出：“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

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

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

‘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

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

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

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于是，

“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

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

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

统一口径’”。 [1](pp.141-142)这些实际上都在削弱

党的领导。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坚持党的

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

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

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

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3](p.164)

通过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从而进一步

加强党的领导，必然涉及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

改革问题，必须慎重和通盘考虑。1986年9月

13日，经过长达六年的思考与探索，邓小平在

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

明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指出：“党政要分开，

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首先是

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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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3](p.177)

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拉开了政治体

制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

“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和国家政权

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

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

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

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

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

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中央、地

方、基层的情况不同，实行党政分开的具体方

式也应有所不同。党中央应就内政、外交、经

济、国防等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推

荐人员出任最高国家政权机关领导职务，对

各方面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党对国家事务

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

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

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

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6](pp.36-37)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

责同志谈话时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

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

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

成。”[3](p.269)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以及他高

度赞同的党的十三大报告都强调“党政分开即

党政职能分开”，既不是后来一些部门和地方在

落实中出现的截然分开，也不是弱化甚至放弃

“党”对“政”的领导，而是旨在通过党政职能分

开，在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进一步

加强党的领导。对此，习近平指出：“处理好党

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大前提下

才是各有分工，而且无论怎么分工，出发点和落

脚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

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

的。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

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不断改进和完

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7](p.218)

四、强调中央权威及核心问题

关于“核心”问题，有学者指出，其内涵有

三重含义：一是“核心力量”；二是“领导核心”；

三是“核心领袖”。邓小平关于“核心”问题论

述有许多，且主要集中在“领导核心”与“核心

领袖”这两重含义上。 [8](pp.13-18)与“领导核心”

“核心领袖”相关的，还有邓小平关于“中央权

威”的论述。

（一）关于领导核心

邓小平在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

题时，就明确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

党的领导。”“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

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

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pp.266-268)

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9](p.47)在党的十二

大之后开始的整党中，邓小平也强调要“把我

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

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3](p.39)

（二）关于中央权威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做

到全党服从中央，即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

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为此

必须强化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

的干部会议上分析形势和任务时指出：“为了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

“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

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

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

就不可能顺利实现。”邓小平特别强调，在严格

执行“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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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几

条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他说：

“中央犯过错误，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任

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

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

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

斗。任何人如果严重破坏这一条，各级党组织

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必须对他严格执行

纪律处分，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

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1](pp.271-272)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

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指出：“中央要有

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

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

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

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

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赞

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

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

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

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3](p.277)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

责同志谈话时强调：“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

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

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邓小平所

说的大局，就是取信于民：“一个是组成具有改

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

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几个实

绩，来取信于民。”“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

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

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3](pp.296、298)

（三）关于领导集体的核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妥善解决

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科学

体系建构的问题，实事求是地维护了毛泽东作

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历史地位，

并肩负起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时

代重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于 1989年 6月 23日

至 24日召开，初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对

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调整。于是，新领导集

体的核心问题成为邓小平思考和关注的焦点。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在同

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在历史上，遵

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

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

开始逐步形成的”，并“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

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

一个关键地位。”“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

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

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

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

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

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

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

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

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

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

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

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

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

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

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

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3](pp.309-310)邓小

平还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

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很

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

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

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

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3](p.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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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1956年，邓小平在做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

出：“党章草案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

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这个规定的理由，是十

分明显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不能

设 想 党 需 要 一 个 不 爱 护 党 的 生 命 的 党

员。”[10](p.243)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邓小平更是把党的团结统一视为党的

生命，反复强调讲党性不搞派性、健全民主集

中制、开好民主生活会、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

风建设等问题。

（一）强调讲党性不搞派性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

务虚会上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

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

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

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领导干

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

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

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

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

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

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1](pp.177-178)

6月 26日，邓小平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四川代表团的讨论会时讲话指出：现在要

培养接班人，要在我们这些人还在的时候，就

是这些受过苦难、经过革命战争、有经验的人

还在的时候，找年轻的、合格的、不搞派性的

人，尽早培养。这是个根本问题，是关系到我

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2](p.528)

7月 29日，在接见出席中共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邓小

平强调：就全国范围来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

治路线确立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组织路线

问题，其中最大的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

选好接班人。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

问题。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

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

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中国的稳定，四个现

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

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

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2](p.541)

8 月 9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天津市委领

导人汇报时指出：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问题是

谁接班的问题。现在选接班人，要从四十岁左

右、五十岁左右的人中选。标准好多条，主要

是两条，一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思想

路线，一是搞党性不搞派性。[2](p.544)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如此密集地讲到

选拔干部和培养接班人的标准问题，如此高度

重视讲党性不搞派性问题，体现了其作为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和对党的事业

负责任的态度。

（二）健全民主集中制

1980 年 1 月初，邓小平阅胡乔木来信，信

中谈到在邓小平提出坚持集体办公制度的意

见后，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各部已经实行集体

办公，希望邓小平能在中央全会上就坚持集体

办公和改变冗长会议现象问题讲一讲。 [2](p.528)

后来，邓小平在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

第三次会议上谈到了这个问题，说：“我希望，

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

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

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

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

面做，一面报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讨论的

事情可以等，备案性质的就不要等。各级都要

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1](p.282)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着重强调了健全

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

化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强

调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首要一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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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

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

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9](p.73)

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民主集中制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便利的制

度，最合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掉；我们党之所

以有力量，之所以能够保持思想统一、步调一

致，之所以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完成

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在组织上坚持实行民主

集中制是一条基本的经验。例如，1987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民主集中制也

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

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

以立即实施。”[3](p.257)

（三）确立民主生活会制度

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领导班子

自身力量解决矛盾问题、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

统一的重要方式。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开展

正确的党内批评以解决各种错误思想，被视为

民主生活会的初步实践；延安整风运动可以说

是党的民主生活的成功实践。[11]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制度的建立，邓小平则是首倡者。

1962年初，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上着重强调“在党委会内部只应

当实行民主集中制”[12](p.294)的问题后，邓小平进

一步提出“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

他说：“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

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

身。这是一个小集体。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同

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

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我想，我们是

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

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

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

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

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

些。”刘少奇此时插话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

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进行批评

和自我批评。邓小平回应道：“不一定一个

月，三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刘少奇听后赞

同说，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开党内生活

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毛泽东

也表示赞同并补充道：“检查工作，总结经验，

交换意见。”[10](pp.309-310)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

确提出“党内生活会”的概念。[1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政治生活逐

步恢复正常。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

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定期听取所在单位的

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评论。”“各级党委或常委

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5](pp.432-433)民主生活会制度第一

次在党内法规体系中以位阶仅次于党章的准

则的形式被确定下来。1992 年 10 月，党的十

四大修订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第一章

第八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

的民主生活会，[4](p.56)民主生活会制度首次被写

入党的总章程。

（四）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

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是贯彻执行党

的基本路线的重要保证。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

党提出新的政治任务时，总是对领导班子建设特

别是对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新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指

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

行，而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

成的人，或者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

不一样。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

有正确的组织路线，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邓小

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带头发

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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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12月 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

组织性、纪律性。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

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

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

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

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1](p.366)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新的中央领导

集体形成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叮嘱：“进入中

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

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

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

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

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

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

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党内无论如

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

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能容忍各

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小

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

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3](pp.300-301)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突出强

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

上去的同时深刻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

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

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

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

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

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

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

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

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

部。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

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

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

这个事。[14](pp.1344-134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取决于党同人

民的团结奋斗。然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党中

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

验。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认真研究

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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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from the height of localizing Marxism, namely Marxism must be sinicized in a certain national form;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we must establish firm cultural confidence in order to 
build a socialist power. The explicit proposal of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oes not mean that we did not combine 
them in the past. We must be cautious enough to prevent cultural retroism, boundary blurring, and the weakening of Marxist guidanc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ffectively stifle the infiltration of cultural retroism and the fallacy of Confucianized socialism, in order to better pass on and carry forwar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re effectively and accurately adhere to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n Da-kui, Chen Zhao-yang)
Tighten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CPC in the New Era: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Basic Experience：：Since the new era, the CPC, 
based on the important changes in conditions, tasks, and the intra-party situation, has given prominence to tighten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Party and strictly enforced the Party’s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political rules. This reflect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to break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cope with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The CPC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continued to purify its internal political ecology by strengthening its ideals and 
convictions as the primary task, strictly enforcing party discipline, especially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political rules, as the fundamental focus, and 
building intra-party institutions 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In the practice of tighten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important experience has been formed, such as focusing on the “key minority”, promoting internal supervision and mass supervision, connecting 
party discipline and national law, and combining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regulat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Party. (Wang Chang-jiang)
On Spiritual Shaping and Cultural Mission: A Perspective from Two Speeches at the Symposiums on the Arts：：Mao Ze-dong’s Speech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share the same basic stance and 
theme, despite their different contexts. The root causes of all the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ircles can be correctly 
comprehended through the essence of these two speeches: first, they are trapped in metaphysical thinking; second, they are confined to the fallacious 

“philosophy of struggle”; and third, they dodge the “ultimate goal”. Without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 will be no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modeling the Chinese spirit in the new era constitutes the mission and goal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In this 
regard, reviewing the essence of the two speeches at the symposiums on the arts is of great help not only for recognizing the epochal and nation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spirit, but also for solving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Xue Guang-zhou)
The Social Roots of Public Moral Misconduct：：Social positive energy has emerged in large quantiti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s the Party united and led the people to greatly improve public morality. However, we should not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phenomenon of 
public morality misconduct, far from being eradicated, still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and manifests itself in many aspect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n depth the social roots of public moral misconduct from a materialistic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phenomenon;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education in patriotism, collectivism, and socialism, carry forwar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herit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develop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We should also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public morality, and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manage public moral misconduct, so as to gather more active spiritual strength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Hu Dong-yan)
The Subject Connotation of Model Worker Spirit and Its Extension in the New Era：：The model worker spirit is a great spirit formed through the 
CPC’s uniting and leading the masses in the glorious cours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it is necessa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such as for whom the model workers “dedicate themselves to job and strive for the first-class”, 
why they “struggle hard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innovate”, and how they become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wealth and willing to dedicate”. The model 
worker spirit inherits and transcends the simple virtue of diligence among ancient Chinese laborers, and embodies the dedication and struggle of 
modern working-class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t replaces primitive alienated labor with labor discipline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and annotates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group collaboration. The extension of model workers in practice has blurre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model worker spirit and capital ethics to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at between principle 
and strategy. Recognizing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labor liberation and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within interim limits is the essence of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in the new era. (Tang Meng-xin)
Deng Xiao-ping’’ Prominent Leading and Working Methods During His Administ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In the face of the extremely 
complicated situation during his administ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Deng Xiao-ping put forward and appli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leading and 
working methods: first, he regarded the question of whom to rely on as “a fundamental ideological issue” of the CPC’s administr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largely relying on the working class and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farmers; secondly, he took the 
mass line as the only correct way to do a good job and focused on solving problems such as bureaucracy, commandism and closed-door doctrine; 
thirdly, he pooled the wisdom of all the people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consultation methods to reach out to the masses 
and solve problems; fourthly, he emphasized that work could not be done only with enthusiasm and bravery, but also with wisdom, tactics and 
methods as well as through seiz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and persuading people with reason; and fifthly, he resolutely opposed a series of styles 
that were detached from the masses. Deng Xiao-ping’s leading and working method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CPC’s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mass line, provide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nation an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t present. (Yan Jian-qi, Yang Ming-wei)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on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the core of the Party’s second-generation central leadership, Deng Xiao-ping constatnly 
emphasized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Party into a core leading power which led the caus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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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ive aspects: restoring and enhancing the Party’s authority, reestablishing the norms of intra-party 
political activities, reforming and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enriching and deepen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re leadership, and strengthening the unity and solidarity of the Party.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on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re the CPC’s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worthy of careful studies as well as 
valuable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upho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CPC, firmly adhering to “establishing Comrade Xi Jin-
ping’s core position on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in the Party as a whole and establishing the guiding rol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resolutely “upholding Comrade Xi Jin-ping’s core position 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n the Party as a whole, and resolutely upholding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authority and its centralized, unified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course of the new journey. (Zhang Jian, Yao Zhong-yu)
The Decline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The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once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but the Western capitalist syst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oliberal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hack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Nowadays,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gradually losing its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ecomes increasingly reactionary and irrational, as mainly manifested in frequently triggering 
global ecological crises and climate change crises. It is not accidental; instead, it reflect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new 
human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new form of socialist civilization. It transcends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model, and has made a series of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on the rise and will surely replace the declining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Zhang Jian)
Three Eastern Issues in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Reviewing and predict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of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Taking Russia, India and China as examples, Marx tried to answer three basic 
questions: why the ancient Oriental societies did not take the lead in nurturing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why the modern Oriental crises could 
shake the global capitalist order; and why the modern Oriental countries could avoid repeating the mistakes of capitalism. They are related to 
Marx’s Eastern clues in deciphering the historical code of capitalism, and respectively correspond to the triple negative feedback of the 
Eastern world to capitalism: the dual containment of commerci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by the patriarchal land system and the 
hierarchical interaction system; the direct destruction or indirect backlash of the Eastern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es against the Western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model; and the “colonial ruins” and “commune ruins” of the Eastern countries contain a shortcut 
to communism. By portraying the capitalist “impression of the East”, Marx not only enriched the regional mater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but also unearthed the wide-area evidence for foresee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highlighting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s in the East. (Wen Quan)
Lenin’’s Thoughts on the Qualities of the Core Organiza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Lenin’s systematic elaboration on the qualities 
that the core organiza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should have a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organiza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constituted the idea about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core 
organiza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The core organiza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should be composed of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who are cultured, talented, experienced and have been tested; a fighting revolutionary party needs strong and authoritative leadership, when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are the “core” of the new proletarian party; The present era witnesses the “two major situations” of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our country finds itself 
requires that efforts be made to train and bring up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Lenin’s thoughts on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core organization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cast important 
light on advancing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and carrying out the great struggle with new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Shu-de)

““Neither Worshiping Evils nor Fearing Ghosts””: Mao Ze-dong’’s Philosophy of Struggle and His Practice：：Mao Ze-dong insisted on fighting 
“evil spirits” (anti-revolution ideas) throughout his life, as he continually deepened his understanding of “evil spiri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ccurately grasped the categories and stages of struggle, constantly adhered to the mass line, and formed a philosophy of struggle which 
was literarily expressed as “neither worshiping evils nor fearing ghosts”. Mao Ze-dong’s philosophy of struggle germinated under the slogan of 
pursuing democracy and science, developed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o overthrow the old world, and improved in the challenge of building a new 
world. The philosophy boast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fundamentally focusing o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main tasks of the 
revolution, being bold and courageous in the struggle,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course of the struggle. In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o’s philosophy of struggle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Xin Ping, Zou Wu-long)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French-Speaking World: A Discussion on the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of the 
French Version of On Protracted War：：As a magic weapon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overcome the enemy and win the war, Mao Ze-dong’s military 
writings, represented by On Protracted War, have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from the world.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in urgent need of scientific-theoretical guidance.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On Protracted War provided a powerful theoretical weapon for the 
liberation struggle in the French-speaking world,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response and impact: Twenty-nine countries and regions gained 
independence one after another; the colonial system of the French Fourth Republic was dissolved;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 was established and 
became the first Western country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The CPC’s successful revolutionary path, experience and wisdom 
have brought new hope to all oppressed nations and peoples in the world, greatly promoted the movement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eople’s 
liber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demonstrated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by Marxism in China to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Long Zhi-ming, Yue Ying)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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