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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的

双重革命及其辩证关系

陈金龙，张浩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需要永葆革命精神推进双重革命。从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破解社会矛盾，推动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彰显革命状态、主体、旗帜和前景等内涵特质，实现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是其现实旨归。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推进自我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自我革命，源于自身所具有的彻底革命性，内蕴坚守党的人

民立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从严管党治党、坚持“四个自我”等科学内涵，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双重革命

的推进逻辑是内在统一的，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奠定基础，社会革命为自我革命提供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社会革命；自我革命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１４－０９

　　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建
设，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掌握政权后，仍需要永

葆革命斗志，源于自身所具有的彻底革命性，其革

命形式包括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指

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

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①习近平的

重要论述为推进双重革命提供根本遵循。当前，

我党正在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出版了习近平《论党的自

我革命》学习资料。研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

双重革命的内在逻辑对于深化主题教育、深刻认

识习近平自我革命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
的依据、内涵及价值

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

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

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有其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必

要性，深入回答“为何推进社会革命、何为社会革

命、有何价值”这三个基本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

依据

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革命思想的
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推

进社会革命的科学指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对社会革命理论的奠基性建构。马克思恩

格斯在领导欧洲革命实践中阐释推进社会革命的

必要性，追寻社会革命到来的“终极原因”，分析

支撑社会革命进行的前提条件，为完成解放全人

类使命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彻底的社

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

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②在这一前提下，

当现存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发展为物质生产力的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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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恩格斯强

调：“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

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②在他看来，一切社会

革命的根源不应“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

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

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③，它们背后隐藏着无

法压制的社会变革要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丰富发展社会革命理论。毛泽东主张学习

俄国十月革命道路，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推进中国革命，宣称“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

产阶级的社会革命”④。习近平强调，党在新时代

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就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须继续进行下去⑤。这些论述表明，

进行社会革命已成为共产党人的一贯思想，契合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党学说的理论逻辑。

２．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现实
逻辑

对社会变革的现实反思与实践探索是党不曾

改变的革命追求。一方面，社会革命蕴含着现实

的目的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现实历史的基

础上理解革命的进程和目的，而“不是从观念出

发来解释实践”⑥。虽然“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

一样肯定会来临”⑦，但革命目标的实现，不会一

蹴而就，必须先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权力，彻底

粉碎旧的国家政权，这既是推进社会革命的现实

需要，更是首要任务。列宁认为社会革命的首要

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从一个阶

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

基本的标志”⑧。另一方面，蕴含着强大的现实作

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认为：“要建

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⑨

恩格斯认为正是因为阶级间的剧烈对抗，“使革

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瑏瑠。

革命是现实的，有着明确的问题导向，旧的社会方

式和制度通过革命实现变革与创新，“没有革命，

任何问题也不能解决”瑏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

来，先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

践，特别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社会革

命的成功例证。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

内涵

１．进行伟大斗争是必须坚持的精神风貌
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质。一方面，

进行伟大斗争必须由理论转向现实。马克思恩格

斯对仅注重观念领域的斗争予以批判，认为如果只

从“词句”奴役下寻求“自我意识”的斗争，是丢弃

实践的哲学观，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因为“‘解

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瑏瑢，只有回到

现实世界，依靠现实手段方能实现。自共产主义

者同盟诞生和《共产党宣言》问世后，马克思恩格

斯正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实中的工人

运动相结合，进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伟大斗争，

标志着革命的“现实斗争”之路的开启。另一方

面，必须保持革命斗志。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

党既要通过罢工等合法手段“为投入已经不可避

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瑏瑣，更不能放弃暴力革命

和握有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

史权利’”瑏瑤。列宁把暴力革命视为通向社会主义

道路的一般规律，认为“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

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率的行为”瑏瑥。坚持斗争也

是我们党的革命态度。毛泽东指出：“党内如果

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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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了。”①习近平多次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

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②

面向新征程，必须保持革命斗志，敢于面对新矛盾

新挑战，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２．革命的先锋队是必须锻造的主体力量
党的先进性建设成效好坏，影响引领社会革

命的质量。首先，先进政党的存在是前提。马克

思指出：“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

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

为政党是必要的。”③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要取得

决定性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

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

政党”④。此处“特殊”“自觉”强调的就是党的先

进性。列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

领导自己的国家”⑤，并强调“国家政权的一切政

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

导”⑥。其次，先进理论锻造先进政党。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

标志。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

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⑦，

并将纲领视为统一意志、约束行为及展示形象的

鲜明旗帜，“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

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

党”⑧。列宁注重用“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

革命活动，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

运动”⑨。最后，执政党继续革命性锻造。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

大吉瑏瑠。马克思恩格斯警惕党的变质问题，严禁

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的“主人”。十

月革命后，俄共（布）没有放松执政党建设，时刻

警惕胜利后的懈怠风险，防止党内成员蜕变为投

机分子和官僚主义者。习近平提出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对于引领社会革命起着决定性作

用，是领导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根本力量。

３．崇高革命事业是必须高举的科学旗帜
对于政党来说，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

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一方面，科学社会

主义是革命斗争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

学社会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最大的价值

就是确立了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

纲领，使党有了统一的奋斗目标，“一个强大的、

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

们面前”瑏瑡。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

就是“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

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瑏瑢。

另一方面，革命事业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

列宁认为党需要完成的革命任务“必然随着历史

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

有所改变”瑏瑣，特别是将群众利益与革命事业的推

进联系起来，这样群众才会“对伟大事业忠心耿

耿”瑏瑤，推进社会革命的政党主张方能转化为群众

自觉行动。党经过百年奋斗，找到一条适合中国

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一大纲领郑

重宣告“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瑏瑥。

进入新时代，坚定道路自信，实现伟大事业的核心

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党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的成果和继续，为深刻推动历史性变革明晰道路。

４．远大革命理想是必须指明的光明前景
革命理想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它是美好的，

更是因为明了革命艰辛后依然让人充满斗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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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全人类解放是革命的终极理想。马克思恩

格斯指导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掌握

国家政权，再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逐步消灭私有

制和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是在革命

中摸索出的理想之路，是“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

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①。另一方面，民

族独立与复兴是实现终极理想的必经之路。恩格

斯认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

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②

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梦想，强调独立的

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③，让大家“把党

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④，相信革命

事业的光明前景。他充分估计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的困难，认为“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

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⑤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党承担的当代中国和未来

中国发展的使命，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题中

应有之义，如此才能将革命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革

命事业。

（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

价值

１．总结和揭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经验
与教训

无产阶级受科学社会主义指引，不断由自发

阶段步入有组织的联合行动的新阶段。科学理论

与开展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相结合，

不断形成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揭示社会

主义运动关于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基本规

律，是对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进程的

高度凝结。同时，社会革命的演进呈现正反两方

面经验教训。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将会给大

陆上的国家，特别是给法国和德国以巨大的影

响……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⑥巴黎公社

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革

命，虽然失败了，但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无

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

实际经验”⑦。由此得出教训“工人阶级不能简单

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

目的”⑧，应克服自身“缺乏集中和权威”⑨问题，

再进行全方位的社会革命。俄国革命深受影响，

列宁通过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变

为现实，极大鼓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但在

苏共执政７４年后，由于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失去
带领人民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的斗志，导致亡党亡

国。习近平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

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

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

瓦解。”瑏瑠

２．印证和彰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
慧与担当

我们党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

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充分印

证了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行。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相结合，用中国

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革命的具体实

践，展现强大生命力和物质力量，是对将执政与继

续革命相对立的错误认知的有力批判。党的治国

理政水平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效。只有不断

提升党的治理能力，方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

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这一伟

大社会革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

世瞩目成就。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持续推进更为广

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夺取脱贫攻坚全面

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

展现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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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４页。
《列宁全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５７页。
《列宁全集（第３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９页。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３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２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７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７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００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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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自我革命
的依据、内涵及价值

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

势。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自我革命契合执政党

建党学说的发展要求与进行自我斗争的需要，深

入回答“为何自我革命、何为自我革命、有何价

值”这三个基本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自我革命的

依据

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党学说发展的内在
要求

彻底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其他

政党的本质属性。一方面，自我革命是锐利的思

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创立阶

段与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进行长期斗争，强调

应该敢于直面问题、修正错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党的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相较于

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不仅经常自我批判，

还无情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

拙劣①，而且“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

的后果中最快地取得教训”②。列宁进一步阐释

执政党自我净化问题，强调“以健康的强有力的

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

队伍”③。另一方面，自我革命内化为建党原则。

党的二大党章设立纪律专章，列出六项违纪行为

的负面清单，违者开除出党。毛泽东强调“自我

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

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④，

提出“两个务必”原则，将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

喻为进京“赶考”。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习近平

将党的建设上升到自我革命的高度，首次完整使

用“自我革命”概念，将其确立为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第二个答案”，并在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上强调“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建

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坚持自我革命已成为保持

政党先进性的重要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

说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２．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
现实需要

先进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

中淬炼而成的。一方面，完成斗争任务离不开铁

的纪律。马克思恩格斯面对党内混乱无序状况，

指出锻造一个坚强组织的首要条件就是党纪。列

宁认为俄共（布）之所以能取得执政地位就在于

坚持了先锋队觉悟和铁的纪律，指出“党只有在

遵守极严格的纪律和保持自己队伍统一的条件

下，才能解决面临的任务”⑤，如果“没有铁一般的

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⑥，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

专政的斗争使命。另一方面，党的斗争史是一部

自我革命史。从党的历史看，什么时候坚守了勇

于自我革命精神，便可赢得各种斗争胜利。党成

立后，先后与陈独秀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时期三次

“左”倾错误展开坚决斗争，一次又一次敢于直面

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成功挽救党和革命事业。改

革开放后，我们党紧密结合伟大历史转折提出新

的迫切要求，严厉整顿党纪松弛不良状态，将党风

问题上升到事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不断清

除党内不正之风。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

考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坚持问题导向，

以敢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向一切侵蚀党

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果断亮剑，永葆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自我革命的

内涵

１．坚守党的人民立场是价值遵循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观点。

首先，为人民谋利益是自我革命的价值内核。这

一价值内核必须围绕人民性而展开，是党的性质

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共产党

宣言》强调共产党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

益，从事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运动⑦，

是政治宗旨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其次，以人

民为中心是不断演进的立场宣示。毛泽东继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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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７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７９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４９页。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８９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２分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４９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５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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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马克思主义人民思想，强调“为了全党与全国

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

场”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

民的理论”，“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

场”②。最后，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服务难题是现

实诉求。我们党总结深化执政经验，把人民满意

作为评判执政成效的根本标准，不断检视自己并

改进自己，不掩饰缺点并克服缺点，解决人民群众

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惩治老百姓深恶痛绝的

腐败现象，反映的是坚持自我革命的初心使命，巩

固的是长期执政的现实基础。

２．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保证
方向决定前途命运。一方面，勇于自我革命

必须捍卫党的政治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无产

阶级政党的团结统一，注重消除党内无政府主义、

机会主义的政治影响，不然无法称为“全世界最

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③。如马克思对“哥

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进行严厉批判，认为这

是政治原则的妥协。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强调

革命离不开权威，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过程中需

要依靠“非常权威的手段”统一意志，不然损害的

是政党权威，自我革命也会丧失政治前途。巴黎

公社的失败就是例证。列宁深以为鉴，认为实行

正确政治领导是俄共（布）能执政的核心条件。

另一方面，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是自我革命的政治

方向。毛泽东早在革命年代就强调：“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④习

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

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视其为党的根本性建设，认

为党内滋生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

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⑤。历史

证明，越是政治稳固，党就越是风清气正，为勇于

直面问题、敢于自我革命夯实政治基础。

３．从严管党治党是核心理念
自我革命的实践演进离不开科学的理念指

导。一方面，从严管党治党是勇于自我革命的必

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严格党内管理，对被“举

出昭然若揭、证据确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

事实”⑥的党员予以开除。列宁认为自我“清洗”

是十月革命后巩固执政地位的必要手段，“我们

的党是执政党……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进行斗争，

防止坏分子”⑦混入党中。另一方面，从严治党思

想在自我革命实践中发展创新。从毛泽东到习近

平，自我革命的核心理念经历从“整党及建党”到

“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升华。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率先提出“整党及建党”的执政理念，视为

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通过整党的方式，从党内清

除趁机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

子、蜕化变质分子等”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创

造性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强调“全面从严

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⑨。新的征程，以全

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为指引，党的自我革命必将

走向更全面、更彻底，确保在管党治党问题上不留

死角。

４．坚持“四个自我”是重要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

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

展规律的”瑏瑠。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能够在那么

弱小的情况下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根本原因是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

我革命，其路径就是践行“四个自我”：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它既有破有立，

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

举瑏瑡。其一，在自我净化方面，要依靠严格自律与

外部监督，勤于检视自身不足，自觉清除肌体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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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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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提升自身净化病毒的政治免疫力。其二，在自

我完善方面，要警惕“蚁穴不填，终将溃堤”的执

政风险，着力查找治国理政的短板、弱项，不断完

善党内法规体系，健全监督机制，实现自我突破，

提升长期执政的政治能力。其三，在自我革新方

面，要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本质

要求，保持斗争活力，与时俱进祛除陈旧思想观念

和体制机制弊端，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实现

自身超越，提升守正创新的政治底气。其四，在自

我提高方面，要克服本领恐慌，保持忧患意识，拒

绝“躺平”，开展经常性的主题教育，加强党性锻

炼和政治历练，提升自我锻造的政治境界。

（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自我革命的

价值

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党学说
自我革命深化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一方

面，党的先进性建设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的先进。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在理论方面，他们胜

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

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为改造客观

世界和主观世界提供思想武器。列宁指出：“布

尔什维主义是１９０３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基础上产生的”②，这是俄国无产阶级在艰辛的

自我革命中反复验证得出的理论认知。另一方

面，执政党的先进性发展于实践之中。我们党在

执政赶考中坚持和发展执政党建党学说，不断形

成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成果。在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提出依靠人民监督破解历史周期率的论

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

命题，探索形成“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

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跳出历史

周期率的新论断，形成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

战略思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是对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建党学说的继承发展，是新时代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

２．提升和锻造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能力

历史证明，自我革命是确保党在长期执政条

件下解决自身问题、做到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

关键。一方面，自我革命是长期执政的重要法宝。

永葆自我革命精神，要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

政治自信、思想自省、行动自觉。党在百年发展历

程中，始终敢于直面问题、修正错误。正是依靠这

种反躬自省的毅力，锻造出自身正、自身硬、自身

净的执政本领，开辟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新境界。

另一方面，自我革命是迈向未来的坚定保证。过

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苏共７０多年的执政经
历就是例证，在拥有２０万革命意志坚定的党员时
赢得了十月革命，在拥有 ２０００万党员时却因为
革命意志消退而走向了亡党。归根结底是没能将

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赶

考”远未结束，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

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锻造走在时代前列的执

政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三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双重革命
的辩证统一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到什么阶段，党的自我革命就要跟进到什么阶

段。只有如此，方能领导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奠定基础，社会革命为自我

革命提供方向。新的征程，只有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不断回应社会革命对党的自我革

命提出的新要求，实现双重革命的有机统一，才能

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一）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奠定基础

打铁还需自身硬。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基于维

护政权的政治属性，在管党治党中破解自身存在

的问题，不断锻造自我革新能力，为引领社会革命

奠定稳固的政治基础。一方面，自我革命为社会

革命提供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

们，自我革命属于改造主观世界的范畴，是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话语表达，把

自身当作革命主体与客体的有机整体来看待和要

求。因为只有党的自身力量强大，成为引领社会

发展的时代先锋，才具备深化社会革命的一切政

治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把经

常性地自我批判、自我修正当作一贯的政治传统，

转化为引领社会革命的鲜明优势，指出“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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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

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①。另一方面，自

我革命为社会革命提供关键保证。历史证明，党

的自我革命彻底不彻底，决定着社会革命和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与否。革命战争时期，毛泽

东认为“没有一个革命的党……就不可能领导工

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②。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

命，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必须勇

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③，

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社

会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二）社会革命为自我革命提供方向

美好生活是人们的普遍向往。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基于服务宗旨的社会属性，在管党治党路上

站稳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绘就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蓝图，为党的自我

革命提供前进动力与群众基础。一方面，社会革

命为自我革命注入前进动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告诉我们，社会革命属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范畴，是

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共产主义光明前途的

变革形式。要实现这一目标，党必须勇于自我革

命，与时俱进回应社会革命的时代需求，这既是一

种正向的引领，也是一种倒逼机制，确保党在引领

社会革命中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正确方位。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

现的……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

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④恩

格斯指出：“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

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

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⑤另一方面，

社会革命为检验执政成效提供评判标准。习近平

使用“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性表述总结党

领导人民的奋进历程，深入推进“五位一体”全面

深刻的变革，强调“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

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⑥。

新的征程，必须永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坚持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

我革命”⑦，继续领导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双重革命的辩证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自我革命和社

会革命属于主观与客观的变革范畴，是认识世界

与改造世界的两个方面，寓于革命伟业目标达成

之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的双重革命不仅紧

密联系，而且本质上辩证统一。

１．双重革命统一于党的指导思想中
先进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先导。习近平指出，

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确立的

党的指导思想“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

了强大思想武器”⑧。无论是推进社会革命，还是

自我革命，都必须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推

进社会革命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

人们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思想武器，科学回答

社会革命为何发生、展开和由谁领导的理论命题，

积极指引党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实践。

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全

部变革，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

命取得伟大成就，就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和党的理论路线方略。另一方面，推进自

我革命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认

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

党作为一个用科学理论指导武装起来的执政党，

历来重视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

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强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的革命精神，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奠

定思想基础。可见，党推进双重革命都需要坚持

党的指导思想，确保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２．双重革命统一于党的全面领导中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无论是推进社会革命，还是自我革命，都必须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推进社会革命必须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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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

路。”①党领导人民朝着中国梦进行长达百年的社

会革命，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的征

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保证中国式现

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也必须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另一方面，推进自我革命也必须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党的自我革命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

政治前提，决定自我革命的政治前途，为推进党的

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提供政治保障。

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全党全国

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可见，党

推进双重革命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

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３．双重革命统一于党进行的伟大斗争中
社会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前

进的。习近平强调，从党的建立到新时代推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发展

以及壮大②。无论是推进社会革命，还是自我革

命，都必须永葆斗争精神、赢得斗争胜利。一方

面，推进社会革命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开创性事

业，必须敢于直面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握

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坚定斗争意志，“决不

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

能因为困难而退缩”③。另一方面，推进自我革命

也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得罪千百人、不负

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

争，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管党

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可见，党推进

双重革命都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

争胜利，确保顺利实现伟大革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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