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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林建华

[ 摘 要 ]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的历史。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正在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不

懈奋斗。经过长期努力，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开启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不断从党的百

年历史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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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1 年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百

年历程，迎来百年华诞。我们党一经成立，就

毅然决然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使命。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

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

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

事业”［2］。100 年中，我们党始终以坚定的政

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走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最前列，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积

淀了丰富、宝贵的历史经验。过去的 100 年，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同时又

将继续一步一步走下去，前后相继，永不止步，

一步比一步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19 页。　

［2］《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7 日。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年

奋斗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意义非凡的伟大

壮举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民族，

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100 年间，中华

民族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历史地联系在

一起。列宁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分

析社会问题，就需要把问题放置在一定的历史

范围之内。［3］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近代中国的

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

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矛

盾决定任务。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和全体中国

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特

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中国的基本

［3］参见《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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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就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先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

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已经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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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走过了 100 年的奋斗

历程。这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发展的历史

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中国共产党在这 100

年中领导人民创造的却是前无古人、意义非凡

的伟大壮举。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其非凡意义在于“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

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

的趋势和格局”［2］。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

的命运开始逐步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而当

中国人民真正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者时，中国

就将“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

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4］，“实

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

伟大飞跃”［5］。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艰辛探索，“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

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6］，“实现了中华民

［1］ 参见《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求是》2021 年第 8 期。　

［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67 页。　

［4］《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7 日。　

［5］《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

社 2021 年版，第 146-147 页。　

［6］《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 日。　

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7］。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

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

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

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

是伟大壮举，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9］。

历史的行进并不是线性的，列宁曾把社会

发展的不同时间段、时间节点喻为“二十年等

于一天”的消沉时代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

伟大日子。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的“伟大飞跃”，就是

这样的“伟大日子”。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

“伟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引领具有 5000 多

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

使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伟大飞跃”中，我们

跨过了一道道沟沟坎坎，从走“俄国人的路”

再到“走自己的路”，成功开辟、坚持和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

历史命运。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

自身的成功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

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

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10］。这是一种启迪和昭示。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世所

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几

百年的发展历程”［11］，实现了从追赶时代到赶

［7］ 《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8］ 《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9］ 《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

版，第 8-9 页。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第 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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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上并引领时代、从仰视世界到平视世界的巨变。

习近平指出，结合中国的历史就可以明确看出，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

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

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1］。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在当今世界，“中国共

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

自信的”［2］。事实胜于雄辩，历史和人民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无比正

确。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

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长

期居于世界发展的前列。历史的拐点是 1840 年

鸦片战争的爆发。由此开始，西方列强不断对

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丧权

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

苦难，中华民族一度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虽

然一些爱国先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过不懈

斗争，但都没能把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如何救亡图存、如何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困惑中国人的

头等现实问题。无数仁人志士都在艰辛探索，

都在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五四运动以前、中

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

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

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

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

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

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

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

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

败下阵了，宣告破产了”［3］。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20 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36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4 页。　

正当“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4］的时候，

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

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

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共同富裕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

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义无反顾地铁

肩担道义，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

大梦想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也成为历史和

人民的最终选择、正确选择。毛泽东指出，中

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

族”，但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的压

迫和剥削下于近代落伍了，面对这种境遇，“我

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

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

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

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

们现在是这样做了”。［5］“这样做”，就是使

命担当。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武器，并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将马克思列

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

如何认清近代以后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进行中

国革命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

如何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分析中国各阶级的

状况，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中国革命的对象、

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

地解决了创立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实事求是等事关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

地解决了缔造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终取得全国

胜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

中华民族的最大多数形成统一战线，坚持走群

众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用马克思主义

［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 页。　

［5］《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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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

西”［1］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和行动指南。这样，“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

得了基本的胜利”［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砥柱中流，取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这一胜利，来之不易；这一胜利，意义

重大。

无论是建党的开天辟地，还是新中国成立

的改天换地，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的里

程碑。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这无可辩驳地表

明，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拯救中华民族的

先进力量，带领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自救

自立自强的精彩篇章。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

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奋斗

历史的行程没有半刻停顿。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领导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

固人民政权、推动各项社会改革，完成新民主

主义革命遗留任务，进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

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显著提高了人民的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立起巩固的

国防，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

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

貌都得到了极大改变，创立、坚持和发展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

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

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大台阶，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

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1］《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08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2 页。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当前，我国经济总量

已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

计超过 1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

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重大科技成果相

继问世，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我国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

增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历史、对人

民的庄严承诺。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习近平指出：

“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

事。”［3］新中国成立以前，贫困问题始终是困

扰中华民族的顽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

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为摆脱贫困、

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党领导人民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

扶贫开发，取得了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

争。到 2020 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

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

困的艰巨任务。我们党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

锻铸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

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

既是伟大民族精神的赓续，也是脱贫攻坚战的

制胜密码。［4］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实现

我们党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无论是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艰苦创业与奋斗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无论在中国社会发展

的历史上，还是在人类减贫的人类社会发展历

史上，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具有跨越时空的

强大力量。

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孜孜追求的理

想生活状态。在历史的悠长视野中，中国曾出

现过一些所谓“治世”和“盛世”。但是，惠

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小康社会始终只是一幅“朦

［3］《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6 日。　

［4］《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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胧画”。千百年来，只有在肩负初心使命的中

国共产党人手里，小康才是真正的“工笔画”，

并成为可感知可触摸的“风景画”。在新中国

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

人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小康社

会奠定了宝贵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改革开

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这一新的

历史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使中

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的内容作出了新的概括。［1］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小康”，指的是发展水平；“全

面”，指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建成”，即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下的“军令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2］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十三五”

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指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可以如期实现，

同时又清醒地提出将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然后再正式宣布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反复强调，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3］。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为之憧憬的愿景和

理想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变为现实，这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彰显

出中华民族“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

和“一鼓作气向终点线冲刺”的创造伟力。［4］

这必将进一步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

的深厚潜能和磅礴力量。

［1］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21 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22 页。　

［3］《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6 日、2015 年 7 月 10 日。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71、72 页。　

四、总结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经过不懈努力，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

程已经开启。新征程是我国发展历程中十分重

要的一个阶段，是接续推进新时代“两步走”、

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大跨越、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新征程需

要明确新任务，要做到准确把握和持续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准确把握和有效应对各种机遇与

挑战，不断夯实开启新征程的条件与基础。因此，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刻总结历史

经验，不断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首先推翻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

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

统一、社会稳定。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

来之不易。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民族复兴。

没有人民解放，就没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力

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

国国情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坚定理想信念，做好

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

准备，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

本领，时刻准备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使党和国家以

及全体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指出：“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

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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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1］道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民

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指向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完全

一致。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

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人民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中国共

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兴逐梦的领导力量、核心力

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入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

在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

是空想。我们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

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第 35 页。　

力，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伟大

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逐梦需要勇气和自信，圆梦需要行动和努

力，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坚持“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的理念，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以不屈不挠的努力稳步地推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作者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北京 1007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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