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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ong-term ruling world big party, how can we jump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chaos? Comrade MAO 
Zedong, the great foun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ave the first answer in the cave house in Yan’ an: let the people 
supervise the governmen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e pioneer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gave a second 
answer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constantly promote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1]. People’s democracy and self-revolution 
have	made	scientific	answers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Only	by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rnal	connotation	of	self-revolution,	can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our	Communists	surpass	ourselves	in	self-refi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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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自我革命的理论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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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世界大党，怎样才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
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拓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又给出了第二个答
案：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1]。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二者从内外两个方面作出了科学回答。唯有准确理解和把握自我革
命的内涵和外蕴，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才能在自我淬炼中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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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革命既是一个实践命题，也是一个理论命题。习

近平总书记自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次部署会首次使用自我

革命这个政治术语以来，到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系统回

答自我革命三大历史性、时代性、基础性问题，历经 22 个

重要时间节点，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2 自我革命的定义

什么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是指共产党独立自主地

运用思想建党、政治强党、组织育党、作风树党、纪律管党、

制度治党的方式，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通过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存在的自身问题，转

化危机与风险、迎接挑战与考验，确保党的健康发展和长期

执政，推动和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 [2] 的一种常态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和制度创新的政治活动。

3 自我革命的内涵

自我革命的内涵就是指反映在革命活动中的政治品格

和本质属性，其内涵主要体现在。

3.1 自我革命的独立自主性
自我革命的独立自主性是指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地革故鼎新、守正创新的自我否定过程。党之所以能

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开展自我革命，是因为我们党始终

能够把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熔铸于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运筹于新时代的躬身实践，面对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人民之问 [3]，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来对待党的两件

大事，确保党的健康发展和长期执政。党之所以能够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地开展自我革命，还在于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能够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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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两个先锋队”作用，反听内视、鞭辟入里、绳愆纠谬。

实践的历史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改革还是开

放，都始终能够看到我们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自

我革命。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更加坚定了自我革命的信

心和决心，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总任务，在自我否定

中茁壮成长，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3.2 自我革命的现实指向性
自我革命的现实指向性是指把社会主义现实性同共产

主义方向性相结合，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

藩篱，着力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具体

问题。我们党是有远大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又是为中国

式现代化而奋斗的世界大党，既要做坚定的信仰者，又要做

忠诚的实践者，更要做无畏的革命者。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为主攻方向，首要的就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前我们

党面对“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是复杂的、严峻的，防止

“七个有之”“四风”问题反弹是长期的、艰巨的，做到“五

个必须”“五个绝不允许”是经常的、必然的，尤其面对“六

个如何始终”的大党独有难题，我们 党内不同程度存在“思

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4] 的现象，如果

我们不能够深刻认识和高度警醒，是不利于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的。这些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严峻性，更加突出了

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现实指向性。只有理解和把握了自我革命

的现实指向性，我们党才能有的放矢自我革命，确保在党中

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3.3 自我革命的系统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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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党 [5]。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然要求我们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探索出一套跳出治乱兴

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成为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把“两个伟大革命”进

行到底，必然要求我们党始终保持理论清醒、政治坚定、组

织坚强、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制度科学，必然要求我们党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采取思想建党、政治强党、组织育党、

作风树党、纪律管党、制度治党的方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守正创新、开辟未来。因而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坚

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政治建设为统领、组织建设为依托、

作风建设为根本、纪律建设为支撑，以严密有效的制度体系

在自我约束中增强自我革命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 [6]。自我革命的系统整体性不仅体现在自我革命方式和制

度规范体系的全涵盖、全贯通，而且还体现对党的各级组织

和全体党员的全覆盖。

3.4 自我革命的战略前瞻性
我们党所做的一切，简单地说就是两件事：社会革命

和自我革命 [7]。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自我革命，都是革命性

的扬弃。不同的是，社会革命是人类解放事业除旧布新、推

陈出新的辩证否定过程，自我革命是党的组织和共产党人革

故鼎新、守正创新的自我否定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局部与

全局的分析综合和总体实践中、在当前与未来的预见综合和

具体实践中、在趋势与过程的总体把握和实践效度中，对“两

个伟大革命”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在党的二十大期间

作出了“两个永远在路上”的重要论断，从而将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和自我革命联结统一到新时代强国建设、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中。在先立后破、由破到立的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的政治活动中，深刻揭示了自我革

命发展进程的持久性、推进过程的连续性，饱含着我们党对

治乱兴衰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彰显了我们党走好新时代中

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深刻认识。这种驾驭全局、高瞻远瞩、审

时度势的战略意识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战略前瞻性。

3.5 自我革命的辩证统一性
自我革命的精髓要义就是守正为本、革故为先、鼎新

为要 [8]。党的自我革命既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也

是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更是治乱兴衰历史规律与自

我革命辩证规律的辩证统一。自我革命是在党的建设横向布

局基础上由破到立的纵向布局过程，因而必须继承和发扬党

的优良传统，恪守党的理论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自

我革命是破字当头、由破到立的实践过程，自我革命，就是

要勇于正视问题、毫不讳疾忌医，因而必须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既要反思和改造主观世界，又要审视和改造客观世界；

自我革命的直接目的是确保党的健康发展和长期执政，同党

的建设总要求主线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必须守正创新、开辟

未来，既要不断地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又要不断地完善自

我、超越自我。守正是为了固本强基，革故是为了开辟未来，

无论是守正还是革故，都是为了鼎新、创新。自我革命既是

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武器也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政党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

命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

4 自我革命的外蕴

自我革命的外蕴就是指革命活动中的政治品格和本质

属性涉及或适用的范围，其外蕴主要体现在：

4.1 必须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党从民族大义中走来，从窑洞之问中走来，无论

是党的性质宗旨，还是党的初心使命，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依靠镰刀和锤子取得

革命胜利的根本所在。无论是立党还是立国，我们都是为了

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构建一个崭新的国内国际新秩序。

面对“两个大局”，自我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仅是彻

底根除党的肌体的毒瘤和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还必

须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极尽所能地为国家

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当前，我们必须锚

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总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

程中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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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安全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突

破思想观念的障碍、体制机制的束缚，极尽所能地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因地制宜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和引领

伟大的社会革命。

4.2 必须始终坚持使命导向和问题导向两相统一
毛泽东同志曾经很有艺术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坐在

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

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

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

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

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党既要时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又要自觉接受人

民群众监督；中国共产党只有实现强国建设目标，才能实现

民族伟大复兴。毛泽东同志回答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

问题，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也间接回答过“红旗到底能打多

久”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同样科学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

打多久”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

力，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4.3 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态度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

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历史进程中，削弱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动摇党的执政根

基的危险无时不有，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无处不

在。如果不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解决党的组织和党

员干部存在的自身问题，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

会演变成大塌方。面对“两个大局”，只有以永远在路上的

态度推进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才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

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才能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时

代任务、人民寄托和国际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

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长期而艰

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

革命永远在路上。”

4.4 必须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自我革命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历史质度，决定着社会革

命所能达到的实践深度和历史效度，反过来，社会革命达到

的实践深度和历史质度影响着自我革命的理论高度和历史

效度。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两个结合”，提出了“两个伟大革命”，成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政党理论的重要成果。我们党

作为新征程“两个伟大革命”的领导核心，能否革故鼎新，

能否守正创新，直接影响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时代主题的伟

大社会革命。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

更离不开我们党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不断调整和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健康发展的要

求。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明确指出：“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

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

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毫无疑问，伟大的自我革命必将引领

伟大的社会革命，让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发

展与飞跃。

5 结语

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具有更加突出的问题导向、

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更加鲜明的动态特征、更加强烈的精

神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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