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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旗帜鲜明的指出要注重加强党内政

治文化建设，不断培厚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这一科学命题，既是新时代坚定不

移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遵循，又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理论创新，

对于解决党内突出问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着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随着党和国家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不断加强，围绕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相

关研究也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本文坚持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

从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入手，在明确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分别对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演进

进行了系统概括，并深入分析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探寻了党内政治

文化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最后，从时代之维、政治之维、文化之维和人民之维，

探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 党内政治文化 全面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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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clearly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good political ecological soil. This scientific proposition is

not only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swervingly and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or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leadership. It is of grea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prominent problems within the Party, creating a sou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With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the related research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s also coming into people's vision. This

paper insists on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starts 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search object,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new

period,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ur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party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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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arty politics culture construction, It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n practice. Finally, from

the dimension of The Times, politics, culture and people's dimension,

explore the practical path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new era;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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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时代表征，凝聚和雕刻着一个民族最为深刻的时代

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沉淀，形成了其本身所独有的时代印象，并被不断

地传承、创新。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作为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人的政治认知、政治感情、政治态度以及价值观念等，既

是对文化的延展与创新，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政治的发展与建构。

党内政治文化强调信仰文化和党性文化，侧重于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与净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培厚良好的政治生态土

壤成为时代强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到了新高度，党

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

生态”。这一科学命题，对于解决党内突出问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鉴于此，本文的选题依据考虑如下。

1.1.1 历史追问

纵观党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建设先进、

健康、积极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建设标准与建设要

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七个有之”、“十个主

义”等不良风气仍有发生，对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朝着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具有

严重的冲击和影响。这一现象引发我们深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内高度重视政治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为什么个别党员干部仍然“我行我素”、

“目无法纪”？这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的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在挫折磨难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

也随之在波澜曲折中摸索前进，在错乱繁杂中迎来曙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全新的高度引人深思。如何在新时代加强党

内政治文化建设，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着思想上的重重疑问，我们要深入分

析和探讨形成这一问题背后的原因。

1.1.2 时代诉求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

长足的成效。与此同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趋

势的不断加剧，部分党组织内部政治文化建设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理想信

念弱化、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官僚习气等不正之气仍少有发生，给党的建设带

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亟需研究制定相应的措施，以解决当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面临的困境。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巩固党内思想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进

一步厘清了党的建设各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基于执政能力建设的主线，将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让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指明了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党内政治文

化的前行方向。在《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中，明确

提出了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要求。此外，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对党内政治文化如何积极健康的发展也作了明确部署。

这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前行方向。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永恒的课题，需要每一代共产党人身体力行、以身

作则，共同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文化。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能够促进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反之，如果党内政治文化存在问题，则必然污染政治生态。

因此，考量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并努力探索其建设路径，

既是对党的建设的回应与思考，又为涵养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形成科学的党内

价值引领提供力量支撑。综上所述，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对于净化党

内政治生态、解决党内突出问题、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必要且迫切。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首先界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并概括归纳了其核心内容及

特征。其次，在分析当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必要性的基础上，系统梳

理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再次，立足现实，找出了党内政治文化在建

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建设的影响因素。最后，立足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相关论述，试图从多个维度提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

践路径，从而为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科学的、可行的建设思路及建

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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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深化“党内政治文化”理论的理解和研究。党内政治文化兼具

“学术性与政治性、理论性与现实性”
①
的多重维度。这一全新概念自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并引发了研究热潮。然而通

过检视目前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关于该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的

辨析和建设路径的探究等方面。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基于广泛的现

实需求之上的。然而对于现实必要性的探究与分析则相对较少。因此，本文试图

通过分析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并结合当下实际建设过程中的

重难点，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设路径。

第二，有利于拓宽党的建设研究视域。党的建设涵盖多个领域，学术界各位

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党的建设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

党的建设的重要分支，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对于党的建设具有重要

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研究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本文通

过审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并在结合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实

践路径，从而拓宽党的建设研究视域。

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继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就是构建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而塑造良好政治生态的

关键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因而，分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并提

出相应建设路径，是继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一步，既顺应了时代要求，

又回应了时代感召。

第二，有利于提升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质量。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的理念，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不仅应当追求“量”的积累，更应该在“质”上

使其飞跃。因此，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量是基本，质是关键。但如何在新时

代提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质量？这就需要长此以往坚持不懈地培育良好的政

治生态土壤，使得先进思想和健康文化融入党组织规范、融进党员实际行动，切

① 肖政军.党内政治文化:概念之辩与研究进路[J].湖湘论坛.2020(01):1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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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保障和提升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品质和建设质量。因而，审视和探讨如何在新

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其建设质量有着重要作用。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党内政治文化”的提出，关于这一重要命题在学术界掀起了

一股研究热潮，学者们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由于提出相对较晚，研究整体

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研究范式和议题相对单一。现将目前有

关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如下：

1.3.1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深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也愈益凸显。

通过检索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辨析、

理论逻辑、建设路径以及价值功能与理论品格这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相关概念的研究。

由于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以及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因此，有关概念的辨析就成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一议题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对

此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首先，关于政治文化的论述。政治文化一词，最早源自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

其作用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来解释政治系统中政治行为背后的政

治心理缘由；二是用以衡量政治制度内含的政治价值元素。李庚香(2017)立足于

文化的视角，指出政治文化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政治体

制的态度、信念、情感和价值的总倾向。
①
李忠杰(2017)认为，政治文化存在和

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存在于政党生活内部。他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

兼具多重意蕴的范畴，大致涵盖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路线纲领、价值观念等。

②

其次，关于政党文化的论述。我国政党文化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兴起

较晚。其中赵理富（2002）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指出，全体内部成员所

认同的意识形态、组织心理以及政党形象共同筑起了政党文化
③
。桑玉成等人

① 李庚香.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体会之一[J].领

导科学,2017(11):4-11.

② 李忠杰.建设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J].理论视野,2017(05):11-13.

③ 赵理富.政党文化探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0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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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则基于政党的历史变迁来考察政党文化，指出了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心

理、党纪党风等皆是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

再次，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论述。杨崇磊(2018)从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观出

发，认为社会政治意识在政党组织内的呈现形态体现为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

文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变迁之中不断累积沉淀而成的精神产物，也是由一定

现实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
①
袁明旭，李湘飞(2020)认为，

党内政治文化是一个政党及其党员所具有的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态度、价

值取向以及心理意识的总和，与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相辅相成。
②
章小纯(2021)

认为党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指向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即制度规范与

价值观实践要求，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作用力同时同向，对党的建设形成了强大的

合力。
③

最后，对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以及党内政治文化的辨析。关于政党文化的概

念，王沪宁 1989 年在《从政党文化看执政党建设》中最早提出，并指出政治文

化集中表现为政党文化。郭丹、陈兰馨(2017)基于对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梳理，

认为政党政治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在长期的政治

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党价值、政治情感、行为作风等文化现象。
④
王立峰

与潘博（2018）从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内涵出发，认为其内涵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即基于精准的政治角色认知，在统合政治认知的过程之中，最终

强化党内政治价值的引导功能，以及维护党内意识形态安全稳定
⑤
。肖政军（2020）

则认为，虽然党内政治文化属于政治文化，但他们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实质

上反映的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巨大张力。同时，他还通过对政党文化的

建设形象、建设范畴、建设指向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党内政治文化与中国

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要素结构和使用情境上。
⑥
以上所述无疑为本

文的概念梳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第二，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理论逻辑的研究。

① 杨崇磊.论党内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流[J].学习与实践,2018(03):28-33.

② 袁明旭等.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研究述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20(02):18-25.

③ 章小纯.政治文化如何为党的组织建设铸魂培元[J].人民论坛,2021(01):65-67.

④ 郭丹,陈兰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J].理论与改革,2017(06):137-147.

⑤ 王立峰,潘博.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理论内涵、实效功能与推进路径[J].河南社会科

学,2018(11):30-36.

⑥ 肖政军.党内政治文化:概念之辨与研究进路[J].湖湘论谈,2020(01):1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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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逻辑，既是彰显党内政治文化中国气派的必要条件，又

是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是加强该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

起点。关于该理论逻辑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生成过程和具体实践出发进行研究。

首先，从生成过程出发进行研究。王卫兵(2017)从历史观、认识论、系统论

以及价值论视角出发，认为该过程遵循着特定的理论逻辑，实现了历史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结构和功能、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①
。丁卫华(2021)指出，习近平党

内政治文化观,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理论为指导，传承党内文化建设的历史

经验,基于党的建设的现实诉求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准备，最终汇聚而

成的重要党建思想成果。
②

其次，从具体实践出发进行研究。仰义方，戴笠兴(2017)认为，党内政治文

化的建设，要注重其建设的实效性，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
③
王立峰

与潘博(2019)指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紧密结合新的时代背景,通过推进党内政

治认知、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建设来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功能，从而在精神上引导

与支撑党在新时代的各项建设。
④

第三，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实践路径的研究。

关于建设路径的研究和探讨，是目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热点之一，不

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建设路径，既有拓展性，又有现实针对性。主

要表现在价值引领、建设主体和培育机制三个方面。

首先，从价值引领出发进行研究。杨松菊(2018)认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

的新课题是坚定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只有坚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且

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还要自觉高扬理想信念旗帜、唱响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旋律，才能不断提升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力、影响力、亲和力和竞争

力。
⑤
袁明旭，李湘飞(2020)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实践，不仅基于习近平新时

① 王卫兵. 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趋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03):104-111.

② 丁卫华.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的逻辑生成、内涵要义与理论品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

育,2021(04):4-8.

③ 仰义方,戴笠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逻辑导向与路径选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

究,2017(05):104-112.

④ 王立峰,潘博.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路径与推进路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9(02):7-14.

⑤ 杨松菊.坚定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新时代党建新课题[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8(01):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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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还与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建设密切相关。并

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设建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突出价值引领、要明确目标

导航、要立足现实、要以问题为导向。

其次，从建设主体出发进行研究。苏洁、谢洁(2020)基于理论逻辑与现实命

题两个方面，论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党员主体性的重要性，认为应

该从‘外练’和‘内修’两大渠道实现党员主体性的培育，实现党内政治文化建

设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
①
黄敏(2021)认为培育和践行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要

始终树立问题导向、任务导向以及价值导向的意识，并且善于调动领导干部与广

大党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得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融入新时代党的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
②

最后，从培育机制出发进行研究。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2018)

认为，制度建设对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至关重要，应该建立健全运行、责任

落实、人才保障等各项机制。郭建，陆卫明(2020)从党内政治文化培育的机制展

开探讨，提出以下四重机制，即党内物态文化培育机制、党内行为文化培育机制、

党内制度文化培育机制和党内精神文化培育机制，这四重机制并非判然划界，而

是相辅相成。

第四，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功能与理论品格的研究。

探究党内政治文化重要论述的价值功能与理论品格，既是深刻总结党内政治

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要求，也是进一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因此，

关于这两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首先，关于价值功能的研究。周玉文，唐正芒(2017)指出，党内政治文化建

构的时代价值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第

二，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相辅相成；第三，党内政治文化与党的兴衰成败密

切相关。李金哲(2018)基于党的建设，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集中体现为党内

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制度规范、运行机制、行为模式等具有深远的影响，

可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石。
③
李燕，罗永宽(2019)从导向功能出发，以党员为

主体，指出党内政治文化在党员政治认知的走向、政治情感的倾向、以及政治行

① 苏洁,谢洁.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党员主体性发挥的理论逻辑与路径建构[J].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2020(07):86-90.

② 黄敏.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2-6

③ 李金哲.论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功能[J].理论导刊,2018(05):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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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取向等方面发挥着导向和引领作用。
①
崔延力，李转(2020)基于战略价值视

角，认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举，在于培育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它不

仅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和彰

显中国价值的重要载体。
②

其次，关于理论品格的研究。这一研究视角主要侧重于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

观的理论品格进行探讨。丁卫华(2021)认为，习近平的党内政治文化观，坚守人

民性的价值立场，突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向度、以及坚持系统辩证的科学方法，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理论，同时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彰显着独特

的理论品格。
③
张晋宏，李景平(2021)指出，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基于马克

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集中体现了现实上的深切关照与理论上的战略考量，同时

也兼顾了中国特色政党实践的优秀成果。
④

在系统梳理了国内研究文献之后，不难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热

衷于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党内政治文化相关概念的辨

析与建设路径的破解，基本上是出于时代的、实践的发展需要。而时代和实践是

变化发展的，每一个新的时代都会面临不同的新问题。因而，在新时代强调加强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面对当下和未来党内政治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研究，在数量

和质量方面都非常可观，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对于进一步深化党内政治文

化建设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

资源。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研究整体上仍处于起步

阶段，这无疑为本文的写作提供广阔的空间。

1.3.2 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差异，国外学者对中国共

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研究显然较少。因而可供借鉴的国外研究成果微乎其微，

其研究一般从政治文化与党的建设相关视角进行切入。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指出，

① 李燕,罗永宽.党内政治文化的导向功能及其实现[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03):56-58.

② 崔延力,李转.新时代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价值、生成与培育路径[J].人文杂志,2020(01):123-128.

③ 丁卫华.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的逻辑生成、内涵要义与理论品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

育,2021(04):4-8.

④ 张晋宏,李景平.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探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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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有特殊的政治取向的，我们指的是对系统本身和自我角色的态度”
①
。

此外，阿尔蒙德又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认为，政治文化反映

了“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②
。由此可见，其

主要是从民族和国家层面对政治文化进行阐述。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也引起了一些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如沈大伟将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文化界定为“‘收缩与调试’的双重状态，一方面，指向宣传、强制

和组织等层面的收缩和弱化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关于组织建设、完善与人民群众

的联系等领域所作出的调试和改革状态。
③
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中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描述了 1949-196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在《剑桥中华民国

史》中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主义运动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一些专家学者还热衷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就

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党的历届领导人在其执政时期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相应

举措。例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就系统概括了以毛泽东邓小

平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文化思想。而刘力妍在《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

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一书中，重点考察了以毛泽东、蔡和

森、何叔衡等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创始人在湖南第一师范中如何学习成长，并如

何在这所现代学校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可供我们借鉴的主要是政党文化方面的一些成果。但是，由于国家体制、意识形

态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国外的研究又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

颇，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要严格辨析，

综合考虑。

1.4 研究方法、重点解决的问题及预期结果

1.4.1 研究方法

第一，文本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与梳理，深入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已有成果对于本文的可借鉴之处，并分析研究中存在

①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②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26.

③ [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M].吕增奎,王新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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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从而为本文的写作提供广阔空间。本文关于文本的分析整理主要集中于

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理论来源的资料；其次是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最后是研究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相关著作。其中，既包括

马恩全集等，也包括目前学界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如期刊论文、学位论

文、专著等。

第二，历史分析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尽相同。因此，

要坚持历史思维，深刻认识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

在每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本文通过对党

的历史上政治文化建设的相关梳理，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审视和探讨加强党

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并提出具体的建设路径。表达出该研究在新时代

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意义。

第三，综合分析法。党内政治文化涵盖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社会学等多

个方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宽广涉猎，多角度研读各

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全面系统的认识党内政治文

化，力争为本文的写作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1.4.2 重点解决的问题。

通过本次研究，计划重点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七个有之”、“十个主义”

等，本文将着重分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即西方社会思潮冲击党内政

治文化、封建残余思想影响党内政治文化、个别党员的错误认知影响党内政治文

化、党内制度运行机制不完善影响党内政治文化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基于此，本

文重点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立足现实，全面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

择。因此，本文试图从时代之维、政治之维、文化之维、人民之维提出相应的路

径措施，以期丰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

1.4.3 预期结果

预期通过本次研究，深入了解党内政治文化，并结合其面临的时代挑战，立

足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相关论述，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

1.5 创新点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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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创新之处

本文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聚焦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剖析党内政

治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时代之维、

政治之维、文化之维、人民之维分别提出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路

径。

1.5.2 不足之处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新的研究议题，提出较晚，研究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基础薄弱，可供借鉴的成果相对较少。且由于本人学术水平的局限，对相关

资料的挖掘和处理不够系统，无论是深度上还是广度上，本研究都不够全面、透

彻，有待笔者进一步加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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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党内政治文化的相关理论及建设必要性

“政治文化”是近年来在党的建设领域流行的重要概念之一，各个国家和民

族都对其有不同的释义。自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来，“党内政治文化”走进了

中国人民的视野，在党的各级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学术界从内涵本质进行了阐释剖析；党政部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使命担当；社会

群众用慧眼明心予以监视督察，迅速在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研究、践行和监督热

潮，对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进党内政治文化良性建构具有积极作用。

2.1 党内政治文化的相关概念

2.1.1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顾名思义，是“政治”与“文化”经过人们有意识地“加工组合”

而形成的倾向于政治的制度文化，属于文化的一种，但更侧重于人们的政治立场、

政治取向。关于政治文化的释义，学术界普遍的认同是美国学者阿尔蒙德首次提

出的。他认为政治文化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

信仰和感情”
①
。此外，他还指出，“政治文化是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

态度，以及对于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角色态度。”
②
由此可见，阿尔蒙德对于政

治文化的阐释从心理层面出发，基于政治，立于态度，认为其最终服务于政治体

制的运行。而后，关于政治文化的探讨，西方学者主要集中于国家软实力的假设、

政治标志、政治价值、社会成员等多个维度，其中的主要代表有塞缪尔•亨廷顿、

乔治•多明格斯、埃贝尔等。

我国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可追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中王沪宁的观点最

具代表性。他认为，政治文化“主要涵括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民族精神、政治

理想和道德等方面”
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沪宁的观点主要是从政治文化的

构成进行定义，充分考虑了大众的理解与接受，既没有十分泛化，也没有过于狭

隘。另外，王邦佐等人基于本质结构的视角界定了政治文化，认为政治文化涵盖

了一个国家中的所有阶级、所有民族、所有成员和社会团体，以及在政治经济文

化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心理倾向与价值取向。这种解读对于政治文化的范畴

① 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曹沛霖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华夏出版社,1989:14.

②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1989:14.

③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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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放大，易产生概念理解范围差异。朱日耀、孙正甲等学者指出政治文化的意

蕴非常丰富，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模式等是其应有之义。尽管这种理

解与解读拓展了政治文化的内涵及外延，但也存在随意泛化政治文化本意之嫌。

可以说，这种理解导致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之间含糊不清。

综上所述，由于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中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

的阐释各有不同，但都集中于一个点，就是服务于政治的运行。因此，本文认为，

王沪宁关于政治文化的概述，既是对阿尔蒙德“政治文化”论的批判吸收，避免

了其“泛化文化观”的产生；又将文化本身的“实体”与“抽象”涵盖囊括，这

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构建与

发展铺就底色基础。

2.1.2 党内政治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亚文化，这一提法在学术界似乎达成了共识，虽

然官方未给出明确回应，但在学术界得到了普遍认可。本文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

界定如下，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员干部依据相应的法规制度在日常工作生活

中对其自身形成的一种约束规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文化。

具体表现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和政治诉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塑

造的党的政治形象。既表现在党员干部信仰层面的价值追求，同时又表现在其行

为层面的实际行动，是“知”与“行”的有效结合。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党员干部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与风向标，其行为举止直接关乎党内政治

文化的建设成效。

党内政治文化，静态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担当，动

态地记录着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历经苦难与磨练，不断地积累、沉淀，又不

断更新的党内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组织文化、行为文化等，表征着这个百年大

党从萌芽、成长到壮大的伟大变迁。对于塑造党员形象、锤炼党员品格和推进党

的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时代优势。

2.1.3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范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关于党内政治文化范畴的

界定，肖政军在系统检视了当前关于党内政治文化概念之辩与研究进路的基础上，

认为党内政治文化隶属于政治文化，但二者在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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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存在差异。政治文化以政治心理、政治合法性及政治社会化等内容为研究主

题，而党内政治文化研究则始终以党的建设作为根本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这

表明党内政治文化源于政治文化，但与政治文化在对象、内容、属性等方面仍具

有一定的差异。

基于此，本文认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范畴是指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且党的执政环境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在党内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党员干部为建设主体、以新时代为背景，在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过程中所形成的党内政治认知、党内政治价值和党内意

识形态，最终达到精神层面的支撑与引导，是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铸魂工

程。

2.2 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及特征

党内政治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净化党内生态，在

党内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所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在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①
这一科学论断，明确了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构成，表明党内政治文化拥有丰厚的理论渊源、历史

基础和时代诉求，凝聚着中华民族艰苦卓绝、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具有教化、引

导和约束的重要作用。

2.2.1 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2.2.1.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的价值遵循。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润养着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并能根据时代所需，培育和催生新的

政治文化养料，以顺应时代大潮，从而肩负起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掌舵”之责，

为其建设指明前行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托。马克思主义具

有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五大特征，为人类提供着认识世界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J].先锋队,2016(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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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而党内政治文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

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发展成长

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如此来说，党内政治文化从属于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依赖性。此外，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党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

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①
这一方面说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表明建设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依托风清气正

的党内政治文化，它们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如前文所讲，只有在遵

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树立标杆。马克

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它凝结了当时哲学、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的理论精髓，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拓展深化，最终领导工人阶级夺取

了斗争胜利，因而，它本身就是时代的精华。之后，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领导俄

国十月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并成功传入中国，且

不断纵深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指导思想，充分展示出马克思主

义的强大生命力。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理论，而是能时

时顺应时代变迁、处处适应社会实践的不断与时偕行、推陈出新的科学理论。党

内政治文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润养下发挥其价值功能的。因此，在新时

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要充分吸纳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完善

和创新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党内政治文化，助推其实现质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是精神旗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自

建党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绣在党的旗帜上，镌刻在党员的信仰中，使我们党始

终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信奉者”
②
。其忠诚信奉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实现共产主

义确立为党的最高纲领。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国内形势复杂，

而中国共产党依旧能带领中国人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阻碍，迎来

党的百年华诞。其原因之一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指引下所构筑起的精神

①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

② 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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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和思想阵地发挥的渲染熏陶作用，时刻为共产党人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力，

使其不断淬炼思想、升华境界，并在实践过程中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引领先进

社会思潮，践行初心使命，在党内形成了敬党爱民的优良作风。因此，把马克思

主义作为党的精神旗帜，是构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内在要求，它承载着党内

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内核，并以其先进性纯洁性时时散发生机与活力，始终指引

着共产党人迈向真理与光明。

2.2.1.2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长廊，成为区别于世

界上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财富，代表着一个民族最为

独特的基因标志和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是润养民族精神内涵、支撑民族发展壮

大的重要根基。党内政治文化就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渥土壤中滋生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政治智慧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食粮”，是其维稳

执政地位、坚守政治信仰、站稳人民立场的价值遵循。

古代中国民本思想与当代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耦合。

古代民本思想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为维护和巩固权力而提出的一种统治观

念，主要表现为重民、安民、贵民等思想。其中典型代表有孔子的“为政以德”

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君舟民水”思想等。民心所向，才是民族

和国家未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

的宗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充分表明党

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为人民谋求幸福，甘做人民公仆。不过，要申明的一点是，

古代中国与当带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统治思想不同，其重民思想的出发点

自然就有所出入和区别。但是，民本思想中的爱民等观念态度与中国共产党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高度耦合的，对于党的建设发展，尤其是党内政治文化的

建设还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吸纳借鉴民本思想以融入党员学习教育，

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敬党为民的自我修养，进而发扬党内民主，以提高党员的归

属感；另一方面，弘扬古代民本思想既能树立党执政为民的外在形象，又能增强

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还能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可

以获取多重效益的过程。

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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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意谓奋进致远、不断进取，德行天下、容载万物的高尚

品格，是“易”中的精髓。这一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始终，支撑着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锐意进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以李大钊、陈独

秀为代表的爱国志士锲而不舍、攻坚克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

创建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站了起来；在国内政治经济相对混乱的时代背景下，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攻克时艰、排除万难，推进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

使中华民族富了起来；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自强不

息的民族精神贯穿于党的建设发展始终，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艰苦奋斗精神的高

度凝练与概括，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是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

强大的文化宝库提供着富足的文化资源，是增强共产党人文化自信的重要保

障。如果把文化看作有形的物质财富，那么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个星罗棋布、琳

琅满目的文化大宝库，盛满了历史文化“宝藏”。无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中华

民族都有丰硕富裕的文化养料滋养其发展进步，使其始终走在世界文化发展潮流

的前沿，相较于世界上其他民族，这给足了中国人民独一无二的文化底气。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增强四个自信，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强文化自信。增

强党内文化自信，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实践过程，从文化宝库中寻找“活水”、

从文化资源中汲取力量是重要的手段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哲学精

神、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等，不仅启迪了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视阈，

而且给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大的启发。因此，在新时代要倍加珍惜和重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大宝库，用好和发挥好其当代价值，将其熔铸在党的建设

和国家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塑造过程，让成列在大地上的遗产

和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深度挖掘其时代价值，增强共产党人的文化

自信，加速党内政治文化在新时代的建设。

2.2.1.3 以革命文化为源头

在总结欧洲 1848 年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

一科学论断。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革命是推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它推翻了旧中国的统治和“三座大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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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性转折，将中国成功推进新的历史纪元。而

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苦、舍

身取义而换来的，时至今日，这份荣誉始终飘扬在党的旗帜上，时刻警醒共产党

人只有不忘来时路，才能走好脚下路。本文关于党的革命文化界定主要从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延续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党在革命

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是中国精神在革命年代的主要表现形式。

革命文化是源头活水，在新时代常探常新。党的革命文化孕育了共产党人的

红色基因，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开端。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革命文化的作

用，并能根据社会发展需求提出革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策略，使其更好地“用”

在当代、“活”在当代。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革命文

化的重要性。在西柏坡考察时，总书记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

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①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引用毛泽东的原话“中

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②
这表明了

革命的重要性。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而革命文化作为

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倍受重视。党中央加大了对红色革命圣地、革纪念馆的修

葺与保护、完善，并将其作为党员干部学习培训的重要平台。新时代共产党人坚

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力量以增强自

信，在自我修炼中服务社会以坚定立场。由此可见，革命文化是与时俱进常探常

新的，并不是一尘不变地摆放在纪念馆中，抑或是记载在书籍里，而是始终行走

在祖国的大地上，熔铸在共产党人的信仰中、实践里。

革命文化为新时代的“赶考人”提供经验典范。“赶考”在新时代寓意党员

干部在实现伟大梦想路上敢于斗争、善于创新、坚持依靠群众、保持谦虚谨慎、

坚持艰苦卓绝、笃行致远的奋斗过程。该词组最早出自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离开西柏坡赴京之际提出的“赶考”命题。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多次提及“赶考”，以此鼓励当代党员干部要

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为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

斗争。“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湘江战役时战士们的士气与决心的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M].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2014:3.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36.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

19

高度概括，该战役为党的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在革命进程中，有千千万万这

样的事例典范，是党的革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给当代共产党人提供着典范，

树立着标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战

役”。当代共产党人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虽然新时代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社会背景以及建设目标都与革命时期截然不同，但团结统一、迎难而上、永不言

弃的革命精神与当下赓续初心、接续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完全契合的，因而，充分

学习借鉴革命文化中的经验典范，在新时代是重要且必要的。

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党内政治文化看作是由多

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那么作为其源头活水的革命文化则是必不可少的。首先，

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开端。嘉兴南湖红船是党诞生和出征的起点，其所孕

育的红船精神凝聚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党

内政治文化建设就是从此拉开帷幕的，开启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长征。其次，革命

文化是共产党人走过的路，不忘来时路，才能走好脚下路。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

中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祖国的每一寸红色热土背后都凝聚着艰苦卓绝的

牺牲奉献，铭刻着气吞山河的壮丽辉煌，是我们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最后，革命文化是历史的延续，时代的需求，贯穿于党的建设始终。党的百年奋

斗史深刻表明，革命文化从一开始就为党的文化建设塑型，历经百年风雨洗礼，

仍然保持着初心使命，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其发展主线是从一而终的。因而，革

命文化在党内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可替代，不可或缺，新时代的共产

党人要充分挖掘其深层价值，彰显民族特色。

2.2.1.4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其社会主义性和先进性区别于党内政治文化的其他组

成部分，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即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耕值

于党的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取得突破，进行创新，形成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内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着重

要作用。并深刻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和实践方向，彰显着文

化制度在当今中国的重大优势，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文化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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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在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之上提出的，该体系创

造性的将党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融

为一体，既重申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引领性，又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的主题性，同时表明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个精髓的重要性，还阐明了整个体

系的基础支撑，即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了

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一套科学完备的价值体系，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大

创新，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价值遵循。此外，意识形态工作事

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旗帜鲜明地昭示着我

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展示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

揭示和确立了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基石与支柱。由此可见，对于建设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筑牢其安全的价值屏障来说，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再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对其具体内容做了详细阐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浓缩与升华。相比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为全

面、直观、具体。首先，从不同层面分别提出建设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

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虽然具有一定

的抽象性，但权责清晰、任务明确，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要

求，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其次，整合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

化力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在制度层面上持续推进，同

时还需要有文化软实力予以支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了社会意识，

直指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能力建设，这就加速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脚步。最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广泛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当今

世界文化思想交锋广泛，文明形态交流多样，给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带来了巨

大挑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强大的稳定性和感召力不断凝心聚力，推动

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达成广泛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巨大的正能量。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文化保障。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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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化为

“美好生活”需求，这意味着人民已经从基本的物质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

化需求，追求更高的幸福指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篇大文章，既包含了中国

传统文化之精华部分的升华，又融入了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的润养，是面向现代化、

科学的、民族的、未来的、大众的文化，具有塑造精神内核、凝聚价值共识的时

代作用。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给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文化理论维度的科学

指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营造出先进文化的建设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人民群众

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人民群众贡献着实践维度的具体指

南，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觉行动，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切实提供行动指南。

2.2.2 党内政治文化的特征

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可以发现，党内政治文化从早期的萌芽到中后期

的修补完善，再到新时代的发展壮大，始终拥有着深厚的科学内涵，彰显着鲜明

的政治性，坚定的人民性和务实的开放性。

行为准则中彰显政治性。政治性是我们党的第一属性。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我

们政党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的集中反映和明确表达，它深刻反映和表征在政党内

部的具体实践中。即始终将我们党的政治信仰、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摆在首位，

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贯彻其中，使得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人民性充分彰显，

从而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和党组织的具体运作产生直接影响，而后通过相应的

运行机制，给党的建设提供一定的文化养分，确保鲜明的政治性始终贯穿其中。

此外，党中央作为我们整个政党的总指挥，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判断力对

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实践进行考量和导向，这就表现在知与行的统一。即政治认

知的走向和政治行为的取向。政治认知主要指理论层面的深度理解，这是“知”

的过程，是静态的理解，也就是党中央在宏观层面的把控和指引，以确保走向的

正确性、坚定性；政治行为则是将“知”化为“行”的过程，是动态的行为，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熔铸在信仰的追求里。动与静的结

合，知与行的统一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鲜明的政治性。

价值选择中坚守人民性。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认为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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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底色”
①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来源于人民，又

反过来指导和服务于人民群众。这是一个系统的、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的过

程。首先是起点，即人民群众基于社会劳动，基于实践需求，不断创造文化的过

程；其次是发展，即党员干部在社会基层服务人民、获取群众需求的过程；最后

是升华，即党组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根据人民群众的需求，

制定、修改、完善和不断更新相应的政治文化，以满足人民群众现实诉求的过程。

这表明，新时代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

具有坚定的人民性。

求真务实中展现开放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始终以其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和

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吸纳着一切积极的、优秀的外来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不

断革新进步。作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财富，小到个人成长、大到国家发展、民族进

步，文化都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党内政治文化始终扎根于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优渥土壤，秉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既切实服务于广大人民群

众的基本诉求，又给国家顶层设计提供文化养料，求真、务实、开放，在新时代

有着新注解。善于探索构建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我们党长期以来的优良品质，

党内政治文化在新时代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始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借鉴优秀的

外来政党文化，不仅拓宽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来源，丰富了其理论体系，

而且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政治文化，给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不

断增添新色彩。

2.3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必要性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培厚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已成为时代强音。新时代，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对党员个人来讲，有助于锤

炼其政治品格；对于党的建设来说，有助于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对于整个国家的

发展来说，有助于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2.3.1 锤炼党员政治品格的主要路径

文化具有熏陶、渲染、育人的重要作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党内

政治文化建设既是党员德育培养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其美育塑造的重要选择，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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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集中表现在党员的政治品格上。党员政治品格在党组织活动中不断锤炼塑造，

是党员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的集中反映。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渗透党员德育培养的内生动力。对于党员的德育

培养来说，政治气节、政治风骨的塑造是关键，这就要求党员做到知、情、信、

义、行的有机统一。党员的“知、情、信、义、行”是在政治活动和文化理论中

得到锤炼和升华的。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坚守信念，对党忠诚，党的伟大

实践印证了这一点。党员无论是自我学习、还是深入实践，畏大公、守大我、求

大义的政治风骨与政治气节都凝结在党内政治文化的时代内涵中，既是党员德育

培养的内生动力，又是党员政治品格锤炼的主要路径选择。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陶养党员美育塑造的外在诉求。美育是基于德育

的一种具有审美式、情感式、心理式等特点的教育，它源于德育，又高于德育，

是对素质教育缺失的一种弥补。党员的政治品格不仅表现在外在的行为上，还存

在于内在的涵养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既要‘深入’基层、更要‘心

到’基层，听真话、查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
①
。这充分表明，新时

代对于党员的政治品格有了更高层面的要求。党内政治文化为党员的品格塑造提

供着精神文化养料，陶养着品行操守，有助于促进党员的全方位发展。由此可见，

党员的美育培养，重点要依托在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发展中。党员干部要充分利

用党内政治文化这个法宝，注重以培知美、以行践美，持续提升自我发现美、认

识美、创造美的能力，并将其切实落实在为人民服务的广大实践中。

2.3.2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选择

政治建设是指执政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在政治方面做的具体工作，是一个政

党永恒的课题。党的十九大将政治建设摆在了党的建设整体布局的首要位置，这

充分表明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分支，它集中

反映着党内的信仰追求、价值准则以及行为规范，一方面给党内政治生态提供着

优渥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又为提高党的政治建设质量发挥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作

用。

① 习近平.信念坚定是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在中央党

校青年干部培训开班式上的讲话[EB/OL]. http://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9/01/c_11278

181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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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给我国发

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的同时，更严峻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

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们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激励约束

和价值引导功能，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有着宏观上的把控作用，在营造党内政治风

气、规范党员政治行为、加强党的执政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辐射渗透作用，有

助于在党内形成积极的、正能量的氛围。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和文化层面的柔性

引导，大大加快了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效率，既有有形的制度保障，又有无形的

价值引导，刚柔并济，党内政治文化为净化政治生态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提高党的政治建设质量的重要引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表明，事物的量变达

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党的建设，政治建设是关键。我们党讲政治、讲原则、

讲党性，归根到底是党的政治建设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表现。这就要求要注重

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质量，促进党的政治建设高质量发展。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

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分支，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坚力量，直接关乎其建设的整体质

量。因而，要充分发挥好利用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个子系统，以文教化，以文

育人，既要纵向地传承党的历史上的优良作风，同时也要横向地推广当前党内优

良的政治文化。与此同时，还要严格抵御糟粕文化的渗透和腐蚀，坚决反对腐朽

文化进思想、进头脑，把好预防关，增强忧患意识，确保党的政治建设高质量发

展。

2.3.3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导向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新时代，党中

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积极推行和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搭建了基础平台。作为党永葆先进性

与纯洁性的思想基础，党内政治文化指引着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约束着其行为

规范，且不断激发共产党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内在禀赋，为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导向作用。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支撑。作为无形的国际竞争力，文化在国际舞台

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时代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党在充分考虑了世情、国情、党情

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党内政治文化孕育着共产党人的血脉和基因，润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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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中国特色先进文化，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

了有力支撑。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领域，而我们党历来守正创新，善于接

受新事物，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党内政治文化都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

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源源不断地给党内政治文化注入新活力。在促进文化创新、

实现文化繁荣的同时，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导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不断提升具有

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党内政治文化涵盖意识形态、精神文明

和中华文化软实力等多个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具有提纲挈领

的作用。一方面，坚定“四个自信”已成为社会成员的自我行动，尤其是文化自

信，作为意识形态的关键，时刻发挥着增强信心、凝聚民心的重要作用；另一方

面，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扎根于优渥土

壤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能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着有益启迪。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

供了强力支撑，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又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指明了方向，

它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增强我国

综合实力，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

党内政治文化在新时代持续增温升华，作为治党管党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在党的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新时代的伟大工程的

建设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因而，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对于我们

这个百年大党来说，既能充分发挥党员的个人价值，又能为党的建设、国家发展

提供有益借鉴，在深化党的建设相关理论的同时，还能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贡献着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因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极具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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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一百年风雨兼程，党从一个拥有几人共

同信仰的小组织成长为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其光辉的历程以及

卓越的成就表征着我们这个百年大党历尽千辛夺取了伟大胜利。党内政治文化也

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成长，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均有不同的表现，都在服务于

相应时期党内政治的运行，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否定、扬弃和超越，常探常新，

使得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以李

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率领青年学生、工厂工人掀起

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热潮，挽救国家于危难，这使得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

思主义顺利传入中国。中华民族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中找到了有力的思想武

器，破解了当时思想上具有多重分歧的选择难题，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引

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诞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党内政治文

化也在这一艰难的历史进程中孕育、萌芽，在党内鲜明地竖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

帜。

第一，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党内精神文化开始传播。新文化运

动和五四运动的迅速传播，不仅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工人阶级、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也积极响应参与，打破了人们的思想束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

础，这表征着我们党首先从思想上广泛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所孕育的

爱国主义精神，为后期的党内精神文化建设树立了标杆。之后，在建党准备工作

中，陈望道于 1920 年 8 月译出《共产党宣言》，并赞叹“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这充分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渴求与坚定。1921 年 7 月，中

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正式成立，这不仅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而且是中国革命精

神之源，红船精神就是其重要体现。大革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高

度打压，党内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并联合发动了工人运动，这充分彰显了在

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斗争性。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建立，党内形成了“艰苦奋斗、敢闯新路、依靠群众”的井冈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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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时的战争发展和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鼓舞和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党的自身建

设也不断加强，培育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

党内精神文化随着国内形式不断发展，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又有许

多新的突破。

1930 年，左翼文化运动开展，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文艺的创造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在《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

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最早翻译。同时，以

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一批党内先进知识分子，创作和翻译了众多极具战斗性的

文章，例如，茅盾 1933 年出版了小说《子夜》，鲁迅 1935 年译注《死灵魂》，

等等，这在当时掀起了激烈的舆论热潮。此外，由田汉、聂耳作词谱曲的《义勇

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了时代最强音。这支革命文

化队伍，不仅为党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党内精神文化领域

具有不可磨灭的引领地位。

红军长征以来，血染湘江、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激战腊子口、占领哈

达铺等众多战役无不彰显着舍生取义、顾全大局、奋勇直上的伟大长征精神，这

极大的促进了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成熟。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及时批评纠正

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右”倾错误，并进行积极的、正面的引导。尤其在

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内普遍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学风、作风、文

风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使得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

心。随着后期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党内孕育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日

战争精神、解放战争精神，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完全胜利，党内精神

文化也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内形势不断发展。

第二，以党的纲领、党的章程为代表的党内制度文化开始生成。1921 年，

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正式成立，中共一大也于此时召开，会议确立了党的名称，

提出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

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要领，这充分表明我们党从

一开始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

斗目标。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召开，在这一会议中，党中央明确提出“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大还确立了党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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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的入党条件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纪律规范做出了具体指示，体现了党的民主集

中制，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国民革命和党的三大、四大时期，党中央对党

章进行了修正调整，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

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这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1927 年，党的五大在武汉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

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次将民主

集中制、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写入党章，对当时的革命起到了挽救作用。

1927 年，日趋严峻的革命形势，导致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为了挽救

党和革命，党中央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该会

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1929 年，古田会议召开，该会议确立的马克

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和‘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

型人民军队’的根本性问题，对于党的军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随后，

长征胜利会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颁

布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

的决定》等文件，在制度层面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提供了保障。1945 年，党的

七大召开，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

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为抗日战争全面

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党内制度文化在这一时期生成发展，并逐步定型，适应了

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党内政治文化在制度文化领域不断

突破，不断进步。

第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代表的党内组织文化开始发展。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政治文化是在革命过程中党领导组织人民进行战争时所

形成的优秀文明成果，主要表现在政党组织层面、战争策略层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在北京大学，李大钊最早组织成立了研习马克思主义

学说的研究会团体，这为建党工作提供了重要准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

随着革命势头的加剧，党积极致力于组织领导工农运动，扩大了党在全国的政治

影响力，为掀起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大革命初期，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

干力量，毛泽东等人开始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除此之外，共产党建议创办的黄

埔军校，也为革命武装增加了力量。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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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随着大革命高潮的来临，党中央及时提

出要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强调了对党员进行

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此外，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中，系统全面地阐

述了农村革命的重大意义，论述了贫民作为“革命先锋”的重要性，并积极争取

其他力量，以推进革命进程。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三湾改编时，将党的支

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

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927 年，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红

军反围剿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党领导广大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农

民翻身得解放，表明党始终是为人民谋取利益的。随着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创造性地制定

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之后，面对突变的战争形势，毛泽东亲自

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革命在战略转移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两部著作，他着重从

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

革命中的重要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后，

延安窑洞时期，毛泽东又写下了《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

总方针，大大增强了当时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

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统一了全

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各项工作迅速开展。之后，毛泽东又写下了一系列著作，

对当时的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党内组织文化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始终顺应革

命形势，无论是党组织内部的政治运行，还是应对战争形势而不断变化的战争策

略，都充分彰显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政治文化，为建设新中国铺就了坚实的政

治文化基础。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主要任

务较之前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可以简要分为两大阶段，即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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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整体上处于相对薄弱贫乏的状态，百废待兴。

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决定，破解了当时的难题。其

一，始终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建国初期，由于党内政治

形势发生一定的转变，一些不良风气在党内蔓延，严重影响党的健康发展。因而，

1951 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

僚主义”，这为塑造党员形象，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风气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在之后确立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制定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党的外交

方针时，始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没有完

全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模式，也没有闭门造车，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

相结合，形成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外交方针等，并促进了“三化一

改”的顺利完成。其二，高度重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在建国前夕召开七届二中

全会时，毛泽东就提出了两个“务必”。这给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敲响了思想

警钟，为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党内全面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明确提出了马列主义教育进校园，保障工农群众接受教育，制定

“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 ”的教育方针。在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改造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著

作的研读热潮，使得其立场由民族的、爱国的向人民的立场跨越，牢固树立了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其次，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意味着中国正式

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第二次

结合，党带领人民开始了艰辛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苏联模式的僵化套用，并没

有为新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建设社

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表明苏联模式暴露诸多缺点错误，中国要鉴于其经验教

训，少走弯路。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走自己的路”，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召开，提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并通过了

新党章。新党章对民主集中制做出了新的规定，阐明党是一切党员遵守党纪所联

结起来的战斗组织，党的民主原则务必建立在集中原则上，在党员义务方面增添

了“维护党的团结、对党忠诚老实”等新内容。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有了新的

飞跃，强化和巩固了党组织的建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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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毛泽东指出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

自身的调整与完善得以解决，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1957 年，再次开展整风运动，这是党的历史上

第二次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目的是将党内的不良风气和党员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进行彻底肃清。本次运动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一时期，党的建设在紧张的国内外形势

中探索前进，党内政治文化也随之调适、构建。虽然内外形势严峻，困难重重，

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尤其在加强党组织战斗堡垒建设和党

员个人思想行为的修炼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最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后期。1966 年到 1976 年期间，党内出现了“左倾”

错误，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扩张，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挑战，党内

政治文化一度在曲折中艰难前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使得党内出现背离

实事求是、背离民主集中制等原则问题，给党的政治上思想上带来了严重的负面

作用，冲击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亟需确立新思想、树立新原则，以催生新的、

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来巩固和推进党的建设。

3.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两年的徘徊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在历经拨乱反正、推陈

出新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一时期，党的三位领导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制定和完善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组织文化，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强化

党的制度建设，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激发党内政治文化生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

夕，邓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他提出的首要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

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保障条件。这意味着只有思想领

域解放了，才能坚定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纠

正历史上遗留的“左”倾错误，从而推动党和国家实现伟大转折，开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期，为党内政治文化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首先，在党

组织建设和党员培养方面提供了新的行动指南。1980 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改革》发布，该文件从根本性、全局性出发，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

大意义，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副职过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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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利推行，极大的改善和巩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规定了党员的八条义务、规定党员在入党前要在党

旗前进行宣誓，并对誓词进行统一规范。这些新规定、新制度对党员健康发展、

提高其道德素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将党内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紧密结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

局的高度，强调了培育“四有”公民的紧迫性，认为可以用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

团结各族人民，以提高整个国家的文化素质。此《决议》日后成为党的第一个关

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源于共产主义的信念、道德、

理想，以及立场和原则，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二者是紧

密关联的。最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审时度势，深刻分

析了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形成了邓小

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并于 1997 年党的十五大写进党

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20 世纪末，处于世纪之交的

党和国家不断发展进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成为该时期的重

点任务，尤其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首先，始终重视党的先进

性纯洁性建设。20 世纪末期，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大环境下，部分党

员干部思想涣散、作风不良，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阻碍。1995 年，江泽民

提出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三讲”学习，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是

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干部强化思想政治建设的创造性探索，成为加强党性党风

教育的重要举措。1997 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

行）》颁布，明确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①
，阐明了党风建设

的重要性，从根本上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次，不断强化党的执

政能力。进入 2000 年，面对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江泽民在十五届

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并提出了“提高领

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课题。这既顺应

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是新世纪以来党的建设规律

性认识的自我升华，使得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强化。最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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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剖析了时局趋势，形成了“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该思想于党的十六大写入党

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其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旗帜鲜明的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方向。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步入新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下，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迎来了

新的机遇与挑战。首先，注重培养党员的政治品格。2002 年底，胡锦涛一行来

到西柏坡进行考察，学习重温了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并提出了“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行为准则，蕴含着执政为民的时代特征，给党

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提供了新的养料。党的十六大对于党章再次进行修订，在党员

培养问题上，提出了入党申请对象扩大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拓宽了党

员选拔范围，意味着有更多新鲜的血液注入我党，不仅给党内带来新的生机，同

时也有助于党员品格的再塑造、再凝练。其次，加速党内制度文化建设。2004

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台，阐明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内原

则，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2010 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出台，该准则从 8 个方面提出了 52 个“不准”，明确了

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标准，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提供了制度保障。最后，形

成了“科学发展观”。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地提出了

了科学发展观。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于党的十七大写入党章，

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其中，“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耦合。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上指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命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他再次强调“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①
党内

政治文化建设影响着党的外在形象，关乎党内政治生态的质量。因而，在全面从

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获得了长足发展。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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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根本性建设。2016 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该《准则》强调了“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提供了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在群团工作方面，党

中央于 2015 年初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强调了党的

领导在群团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地方党委工作方面，同年 12 月出台了《中国

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地方党委的运行机制；2016 年 10

月，为针对国有企业党建事宜党中央专门召开了会议，对企业党建的弱化问题做

了部署，开创了国有企业党建新局面；201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其

党建工作极其重要，因而，该《意见》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权发挥了着重要作

用。由此可见，党的领导表现在方方面面，党的建设重要性日益凸显。自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完善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

维护”，并在之后的讲话中多次强调，这为强化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党的政治能

力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2016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问题，任何时

候都是根本性问题”
①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

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这深刻表明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具有提纲挈领

的作用。

第二，广泛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补足了共产党人精神之“钙”。支部主题党

日是一项制度安排，一般是由各基层党委依据支部特点，定期开展的党员服务学

习活动。新时代以来，广泛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加强对党员同志的思想培养，厚

植理论之基，以补足其精神之“钙”成为常态。2015 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中进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 年 12 月，“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在全体

党员中广泛开展；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专题教育。这些主题党日活动，既包含着党内领导干部、党员个人

具体工作生活中的行为操守、行为准则，又涵盖着其价值取向、理想信念，是党

员党性修养的重要措施。主题党日活动的广泛化、常态化开展，使得全面从严治

党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党性教育从集中性向常态化延申，为全党坚

①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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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炼贡献了重要平台。与此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应用而生。该思想作为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

辟了新的境界，是当代共产党人树立理想信念的“总指挥”。理想信念是共产党

人的精神之钙，精神文化的塑造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共产党人只有

精神上富足，理想追求上坚定，才能拥有更高的站位、更开阔的视野，才能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符合社会要求的三观，最终以良好的状态服务于人民群众。

第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筑牢了制度的笼子。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至此，“四

个全面”完备成型，正式走进人们的视野。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的根本保证，成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主流。2012 年底，中央政治局审议

通过了“八项规定”，以落实作为切入点，党中央奋力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时

代重任。其一，完善党的监督制度。2013 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党内法规

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 年）》，并于五年后 2018 年初制定了第二

个五年计划，即 2018-2022 年；2016 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的意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组织开展巡视活动，对党内政治生活、党的方针路线进行监督视察，不断完善党

的监督制度。其二，强化党政干部的制度规范。2013 年，党中央发布了《党政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5 年，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

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2017 年，中共中央修订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规定》。党政干部的行为操守直接关乎党内政治生态的质量，这一系列条

例规定从根本上对党员干部进行了规范约束。总的来说，在新时代建立科学完备

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大对其权力的制衡，将权力彻底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

能有效提升党政干部的工作质量，又能倒逼党内政治生态的良性运行，给党内政

治文化建设绘就了风清气正的时代底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与强化，党内政治文

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影响因素，仍然制约着党内政治文

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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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便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尤其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培厚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长足成效的同时，“七个有之”、“十个主义”等现象

并未完全根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存在一定的影响因素。特别是西方社会思潮的

冲击、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个别党员的错误认知以及党内制度运行机制不完善

等因素对健康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1 西方社会思潮冲击党内政治文化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思潮的典型代表，表现为英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派

别，最先产生于经济领域，是用于宣扬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通过对“非

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的宣扬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实现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控

制全球的秩序体系。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发展，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

挑战的同时，也给社会思想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动摇着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意

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腐蚀着党内政治文化的肌体。经探究分析，本文认为，新自

由主义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产生负面影响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即倡导个

人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和鼓吹经济全球化。

4.1.1 倡导个人主义的理念冲击少数党员的理想信念

新自由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倡导个人主义，即始终将个人的利益置于最顶端，

在任何事务中，利己是其首要选择。他们认为，任何集体利益都不能以牺牲个人

主义为代价，社会目标不能压抑个人目标，集体荣誉不能凌驾于个人中荣誉之上，

这与集体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思潮与我党一贯以来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服务”、“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等优良

品质是完全相悖的，与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形态也是完全背离的。事实上，个人

主义的实质是从自我出发，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一

种世界观，它符合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和基本原则，与无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因

此，这一社会思潮在党内传播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弱化党员的理想信念，

扭曲其价值观选择，使其政治立场、政治信仰出现弱化，严重损害着党员的信仰

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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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影响党的领导地位

新自由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代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培育高尚的情操，并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资本

主义文化发展虽然倡导多元化，但事实上是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

观，强调私有观念，归根到底还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因而，否定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该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另一重要表现。这一思潮在中国的输入传播，

极易演化为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极端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文

化观，从而破坏我们党内原有的价值体系。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

事实上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

4.1.3 鼓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威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经济全球化本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顺

应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主张。但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意

识形态鼓吹经济全球化，强调经济自由发展，反对国家政府的干预，认为通过市

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这实际上使得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互相脱离。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以此来保障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需求。该思潮在我国传播扩散，意欲通过否定我

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而延展渗透到思想政治文化领域，以此来动摇党员的理想

信念、冲击党员的价值取向、扭曲党员的政治认同心理，从而瓦解我们党的向心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给党的建设带来威胁，因此，这种现

象不容忽视。

4.2 封建残余思想影响党内政治文化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润养着一代代勤劳

勇敢的中国人民，广大中华儿女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走向幸福与光明。但是，由

于时代背景和阶级局限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也产生了以宗法制为代表的封建文化，

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自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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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封建文化、宣扬民主与科学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历经三十余年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后，长期以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顺利推翻，中国人民

从此站了起来。但是，推翻并不意味着根除，封建思想、官僚主义还是不可避免

地残存在中国，尤其表现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个别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爱

好端“官老爷”架子，使得封建主义在党内依旧存在，严重破坏着党内政治生态。

经探究分析，本文认为，封建残余思想在党内残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即等级观念残余、小农经济思想遗留和家长制做法延续。

4.2.1 等级观念残余破坏党内政治生态

所谓等级观念，即人们依据普遍的社会意识，将生活中的事物按照其所在的

社会地位进行等级的划分，同时给予不同的等级者与之相符的权利。本文所指的

等级观念是源自于古代宗法制思想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这一价

值观念自封建社会产生以来并未完全根除，而是以不温不火的态势在社会中发展

蔓延，既没有被大肆鼓吹，也不曾被普遍效仿，却成为个别党员干部迷恋权力、

享受追捧的根源之一，是造成他们奉行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究其具体成因，我

们发现等级观念沿袭于中国古代宗法思想，是古代帝王及勋爵世家所倡导和推行

的理念，普通阶层的社会大众是少有深层接触的，只是被剥削和压迫。因而，大

众对这一理念的认知只是浮于表面，并未深度了解其背后真正的含义。如此说来，

在当代不加思索考虑，并盲目学习模仿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以此来满足新时代

的权力欲望，必然导致社会的退步，尤其是个别党员干部的效仿，直接破坏党内

政治生态，影响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建设。

4.2.2 小农经济思想遗留容易滋生特权思想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是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来满足

自家生活所需和纳税的一种自然经济类型，具有安土重迁、自给自足、满于现状

和维护特权思想的特点。在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党内个别党员干部思想保守，

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地域观念强烈，使其在工作中既没有秉持守正创新的工作态

度，又没有贯彻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而是因循守旧，脱离群众，“高

举”官僚主义，将浓厚的特权思想带入工作，丢失了初心和使命。此外，小农经

济思想还使得个别党员干部忘记了“来时路”，丢失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

们在生活中讲求门面，注重排场。对于党员守则则是选择性执行和选择性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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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将权力和面子放在首位，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得人民群众产

生“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错觉，给党内政治生态带来及其恶劣的影响。

4.2.3 家长制做法延续滋生官僚主义习气

家长制做法和等级观念一样，都是源自于古代等级森严的宗法制。但不同于

等级观念的是，家长制强调独断专行，习惯搞一言堂，对于家族中的事物具有绝

对领导权。这一传统封建思想在党内传播，易形成“一把抓”现象。即个别党员

干部在进行民主决策时，常以自我为中心，忽略他人的看法和意见，这与党的民

主决策原则完全相悖，无疑会助长部分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恶习。此外，家长制

做法是阻碍党内纪律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因素，个别领导干部无视党规法纪，将“一

把手”负责理解为“自己说了算”，使得权力至上和人民至上的概念有所颠倒，

给党内纪律和制度的建设带来困难与挑战。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权力如若不受

约束与监督，必将产生极度膨胀心理，最终导致党员干部走上腐败之路。

4.3 个别党员的错误认知影响党内政治文化

个别党员热衷于所谓的“圈子文化”，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态。一方面，

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圈子文化无疑会加速部分党员的扭曲心理，甚至使其变形；

另一方面，如若对党内圈子文化不加以制止且任由其肆意发展，必将成为党内团

伙帮派滋生的温床，对于党内政治生态破坏的范围之广、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影

响程度之深都是十分之大，因此，必须及时剖析其负面影响，并坚决打击制止，

使其造成的影响最小化。

4.3.1 个别党员价值取向错位动摇了初心使命

价值取向是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政治立场的直接表达，它一方面展现了党员

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是否保持着政治定力，在物质诱惑面前是否坚守着原则底线；

另一方面，它展现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成效，是考量党员干部是否对党忠诚、

是否敬党爱民、是否坚持自强和自律统一的重要指标。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其

价值取向理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并时刻践行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然而，个别党员干部在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地位之后，其价值取向并非合

格党员所有，而是发生了错位转移，违背了初心使命。在涉及个人或者团伙利益

时，不但没有成为人民的“公仆”，而是凌驾于“人民”之上，把个人或团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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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置于顶端，将人民的利益抛掷脑后，与党的基本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不但没有

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反而被指责和唾弃。这对于党的建设而言，是削弱其执政

能力、损害其光辉形象的顽疾；对于党员个人来说，是丧失党性修养、走向腐败

深渊的开端。

4.3.2 个别党员认知偏差弱化了政治信仰

政治心理扭曲是认知偏差的突出表现，主要表现为想方设法满足个人仕途欲

望，试图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个别党员干部为了尽早被提拔，实现仕途上的“跳

跃式”晋升，没有底线。更有甚者，常常打着工作由头捞取不义之财，以公谋私，

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为获取资本的隐形途径，这种现象与党的优良作风严重

不符。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砥砺奋进的优良品质是数以万计共产党人历经苦难

与磨练所铸就的，凝聚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而个别党员干部沉迷

于物质和权力欲望，用人情代替努力，用物质交换职位，把对党组织的忠诚演变

为对领导个人的忠诚。这一错误心理是对党员思想认知产生误导的成因之一，腐

蚀其思想肌体，弱化其政治信仰，是“找圈进圈”的根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

践充分证明，在我们党内，所有党员平等的享有着应有的权利，履行着应尽的义

务，是使得我们党历经百年仍风华正茂的重要原因。

4.3.3 个别党员人际关系庸俗化破坏了政治风气

个别党员干部热衷于在党内拉帮结派、搞小组织、小山头，认为通过“圈子”

可以走捷径，并以此来获得“集体”的政治利益和“光明”的政治前途。 产生

这一现象的根源就是早期的宗派主义蔓延。宗派主义自古有之，他们有严格的帮

派界限，以“义”为口号，“利”字当头，实则重“利”轻“义”；他们讲江湖

义气，但更看重团体利益，尤其是对自身有益的事务坚决维护。在这一陈规陋习

的影响下，部分党员干部选择了“找圈、织圈、进圈”，认为可以通过人身依附

来满足其政治上的欲望，易使党内人际关系变得庸俗化、世俗化。宗派主义如同

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将个别理想信念弱化、政治心理扭曲的党员干部“织”

在一起，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风气。因而，必须及时制止并加以纠正，才能确保

党内风气逐步向好。

4.4 党内制度运行机制不完善影响党内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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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制度是治党管党的重要依据，它既是规范党员行为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根

本；又是约束和监督党员权力阳光运行的重要保障。如此说来，党内制度运行机

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着党的政治建设，影响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党的

伟大征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党内好人主义、圈子文化、官僚习气等不良风气就是

党内制度运行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经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党内制度运行机制

不完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需要改进：选人用人机制有待完善、制度执行

缺位问题有待加强以及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正是这三方面的原因，致使

个别党员奉行好人主义等错误观点，间接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

4.4.1 选人用人机制有待完善

选好人、用好人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员无论是进入党内成为一名合格

党员之前、进入工作体制成为一名合格干部之前，抑或是在工作过程中进行人事

调动之前，都要经过选人用人机制的严格筛选考核合格之后才可顺利通过。就目

前党内选人用人机制来说，虽然相对之前整体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运作过程

中，仍有部分单位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造成运行不通畅的重要原因。其中，好

人主义就是突出的表现。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好人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

思想上不作为，在党规法纪面前装糊涂、扮无辜，毫无纪律性、组织性可言。当

前党内选人用人机制不够成熟主要表现为思想层面的考核难以掌控。在考核过程

中，虽然部分党员的履历、知识、技能等硬性指标合格，但思想上并不积极主动，

而在考核时却难以把握掌控，这无疑给选人用人机制加大了难度。

4.4.2 制度执行缺位问题有待加强

自古以来，制度就以其独特的规范约束功能存在于社会中，不仅没有淹没在

历史的潮流里，而是不断发展创新，与时俱进，推进人类走向了文明与自由，具

有不可替代性。制定仅仅是制度的基础，更重要的在于执行与落实。因而，对于

制度本身来说，若未能被严格执行，它就无法发挥自身的价值。所以说，加大制

度的执行，是发挥其价值作用的根本保障。十八大以来，制度执行缺位问题较之

前有了明显改善，但并未完全解决。该问题的影响之一就是拉低了党的和人民事

业发展的效率，在党内滋生出“好人”。这些“好人”忽视制度的存在，在制度

执行过程中装聋作哑、偷换概念，致使制度执行的环境严重恶化，进而引发和衍

生了更多的负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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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通过严密的

法律规范和严格的体制机制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才能保证权力真正为民所有，

为民所用。因此，权力的运行必须接受监督。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监督执

纪问责，在党内形成了从监督发现问题到执行纪律再到责任追究的完整链条，这

有效强化了党内监督执纪的落实，为监督执纪提供了保证。这从制度层面保障了

权力的监督，但是，仍有个别领导民主意识淡薄，个别党员监督意识薄弱，无视

党的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党内的个别“好人”，把党内监督制度的漏洞和缺陷用

到了极致，常以“表扬式监督、恭维式批评”的方式对待其直系领导，自我监督

则是得过且过，不仅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秩序，还削弱了制度的公信力和约束力，

易使权力挣脱制度的笼子。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

43

5 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文化的兴衰与一个国家的强弱密不可分。文化这个软实力已经成为民族兴盛、

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作为文化衍生的重要分支，党内政治文化已成为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撑。因而，探寻和创新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路

径，有助于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并以此来涵养党内政治生活，为

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本节内容在前文所分析问题及成

因的基础上，从时代之维、政治之维、文化之维、人民之维出发，提出相应的实

践路径，全面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5.1 时代之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新时代孕育着新的使命和新的征程，充分把握新时代的特点、直面新

时代的课题是推进新时代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在这一时

代背景下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因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是促进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本节内容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路

径措施。

5.1.1 正确把握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历史时遇。一

方面，新的历史方位对应新的时代坐标，党内政治文化要精确定位，找准建设目

标与核心。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方位对应新的精神面貌，党内政治文化要与时俱

进，建设与发展同轨、与时代同行的彰显中国特色的党内政治文化。

第一，精确定位找准方向。新时代的提出，反映了党对世情国情巨大变化的

深刻把握与战略考量，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以及目标任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因此，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要精确定位找准方向，用好新时代这

个大背景，促进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早日形成。首先，查世情。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也不断加强。

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铸牢思想层面的警戒线，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带头抵制外来

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蚀，积极主动宣扬具有中国特色的彰显党性的党内政治文化。

其次，观国情。商品交换原则从经济领域延展到政治领域的现象不容忽视，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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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出现的“交易活动”极具破坏性。因此，党员干部要坚决抵制这一不良

风气，遵纪守法，践行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最后，看党情。推进党的建设伟大

工程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分支，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要顺

应党的建设的时代趋势。既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党内政治文化，又要在发展

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推进党的建设，要用好这个“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过程。

第二，与时俱进彰显特色。经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知晓，党内政治文化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建设特点，总是随着社会的变化需求，不断更新和调

整的。同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就要充分把握时代特点，彰显时代特色。

一方面，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敦促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员干部

要充分发扬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践行文化自信和自觉，这不仅有利于将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还有助于在党内形成正气充盈的政治生态，充分彰显新时

代共产党人的本色；另一方面，用“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时刻警醒党内政

治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同时，我们党仍面临多种风险与考

验，且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因此，党员干部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践

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站稳政治立场，用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促成新

时代的新风貌。

5.1.2 紧扣时代发展的主旋律

新时代以来，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均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尤其是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作为党内政治生态的直接表现，党内

政治文化切实反映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因此，紧扣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是新时

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选择。一是要坚定不移的坚持新时代党的指导思

想的科学指引，二是紧靠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使得党内政治文化在这一时

期高速、高效、高质量发展。

第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变革发展的大潮中应用而生，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

科学的理论体系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关于党内政治文

化建设，在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再次明确指出了其建设的重要性。这深刻表明，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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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根柢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要敦促党员干部坚持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全面、贯通、深入地学，真正学深悟透新思想的科

学内涵。其次，要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坚定“四个自信”，

贯彻落实“四个全面”，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

深发展。最后，着力抓好“少数关键”的领导干部。因而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

己，在理论与实践上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与

行动者。

第二，紧靠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突出特点。党内政治文化的健康与否直接表征着

全面从严治党是否取得成效，它既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又是党内政治

生活的“风向标”，因此，要紧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党

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要围绕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即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执行

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的同时，加固党员干部的执行

力、感召力。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要服务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诉求，

即党员干部不仅要在理论上深入学习，更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上，用坚定立场、勇

于担当和实际行动涵养党内政治生态，从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

5.2 政治之维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从政治视角出发，对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建

设进行研究剖析至关重要。党内政治理论基础、制度法规体系和党员的崇高政治

信仰直接关乎党的政治建设，只有政治理论体系完备，才能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提

供完整可行的理论支撑，从而对党员的政治取向以及行为进行监督与约束，为党

内政治文化建设夯实深厚的理论基础。

5.2.1 厚植党内政治理论基础

党的政治理论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指导思想，即党章所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包括微观层面上党的历届领导人的重要讲话、

选集、文选等，它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需要当代共

产党人宽广涉猎、精深理解，践行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使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

此外，党员干部要在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调查了解群众的现实诉求，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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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新的政治理论，这既能满足人民所需，同时也能不断夯实党内政治理论基础。

第一，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内政治理论体系。理论是实践的指南，要提升党的

领导和执政能力，政治理论是关键。因此，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内政治理论体系。

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一些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要深

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探索与当代中国实践的交汇点，不断充实党的理

论之基。其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人民群众的实践需求从不同程度发生了变化，因此，党的指导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体现时代特征。最后，坚持和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

一系列重要理论，例如，“中国梦”、“初心使命”、“五位一体”等新的理论，

尤其是十九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凝

聚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了党的政治理论体系，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着科学的行动指南。

第二，注重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水平。行动上的自觉来自于理论上的自觉，

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水平直接关乎其执行能力、实践能力。因此，党员的理论

素养和水平至关重要。厚植党内政治理论之基的另一重要方式就是要注重党员干

部理论素养和水平的培育。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把党的方针、政策、理论等内容学懂弄通，学深学透，不断夯实党员的政

治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不断练就提升执行能力和实践能力，要把所

学的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不仅能提高办事

效率、提升执行能力，还能强化党员的党性修养，练就过硬的看家本领。

5.2.2 完善党内制度法规体系

党的制度法规是治党管党的根本遵循，也是引导和约束党员行为准则的重要

依据。新时代在党内形成科学完备的制度法规体系，不仅对于发挥党的制度优势、

坚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巩固党内政

治文化，从而持续推进党的建设。笔者分别从修补党内制度漏洞，推进制度体系

更新升级和深化党内监督体系，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实践

路径。

第一，修补党内制度漏洞，推进制度体系更新升级。党内制度法规在制定和

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是造成党内“好人”钻空子、拉帮结派组圈子等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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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时代不断修护和弥补制度漏洞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组织专业人员对党内现有制度法规进行系统评测，找出其中的“灰色地带”，即

制度漏洞，并进行修正弥补，把个别党员干部“钻空子”的思想苗头从根本上清

楚，严肃正清党内政治风气。其次，党内制度法规的制定要从实际出发。这就要

求党员干部一方面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现实所需，因地制宜，增强党内制度

法规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世情、党情和国情的变化，严

格审视当下的国际国内环境，提高制度法规的可行性。最后，不断推进党内制度

体系的更新升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党和国家的各项事务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党内制度法规

的制定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只有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才

能更好的发挥党的制度优势。

第二，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良好的监督体系是维护

党的权威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权力阳光运行的重要举措。因此，在新时代不断

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对于促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建立健全人

才选拔机制。选好人、用好人是党内制度有力执行的根本保障，在人才选拔过程

中务必秉持公开公正的原则，倡导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为我所用。另外，要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监督，不断提升选人用人质量，科学推进干部的选拔晋

升机制。其次，狠抓制度的执行与落实。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

这是作为一名好干部的标准。党员干部只有在本职工作中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在党内形成人人维护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执行的良好风气，才能真正落实

党中央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制度法规，有效发挥其作用。最后，优化党内监督与人

民监督的组织形式。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有效结合是十八大以来健全党内制度

法规体系的重要举措，在新时代要持续推进这一方式。与此同时，还应将党内监

督与人民监督的结合不断优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这就要求在发展

过程中要不断创新监督方式、监督途径和反映渠道，确保监督形式多元化、长效

化。

5.2.3 坚定党内崇高政治信仰

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表征着其政治素养与价值取向，是党

内政治文化最直观的表现。党员干部的行为操守直接关乎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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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党内政治生态好与坏的直接表达。因此，在新时代要持续推进党内政治信

仰的培育。这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还表现在行动上，党员干部只有达到知与行的

合一，实现修心与修行的统一，才能把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具体

到个人。针对这一重要举措，本小节内容主要从加强政治修炼和明晰理想信念两

个方面提出具体实践路径。

第一，党员干部的政治修炼再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修炼既表现为理论上的

学习，又表现为行动上的实践，只有将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扎根基层的社会实践有

效的组合在一起，才能具备一名合格中共党员该有的素养。一方面，党员干部要

继续深化理论学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原原本本地学，认认真真地悟，

把它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注重学习方式，充分利用学习强国

APP、人民日报官微、公众号等线上资源；积极聆听线下理论宣讲团的专业辅导，

认真学习专家学者的独特解读视角，取长补短，拓宽学习视野，将党的政治理论

真正吃透于心。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走出办公室，走出政府大院，深入基层，

了解社情民意，服务人民群众。近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蔓延，

在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中，一批又一批党员先锋和志愿者行走在抗疫第一线，奋

勇向前、毫无退缩，这就是时代模范的最好表征。因而，党员干部要主动学习并

继续保持这一优良的作风，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修炼，坚守其政治立场。

第二，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再明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党员

干部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有更高的站位，更宽阔的眼界。这就要求党员干部

一方面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政治立场，永葆共产党人得政治本色。尤其在涉及

党的秘密等重大问题时，要经受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努力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另一方面，在物质诱惑面前保持初心，要自觉抵制各种金钱物质的诱惑，各种腐

朽思想的侵蚀，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顶端，充分发扬坚如磐石的信仰本

色。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党员干部只有不断筑牢理想信念，

真正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才能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

前进。

5.3 文化之维

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核，无论是党内政治理论、政治生活，还是党员的

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等，最终都上升为文化层面的建设，归结为党内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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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因而，对于文化的正确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其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而言，要推动其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对于作为源头的革命文化，要确保其

在新时代能够赓续性传承；而对于建设主体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说，促进其在

新时代进行创新性发展则是必然选择，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推进党内政治文

化建设。

5.3.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

一切民族的重要标志。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

展方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对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来说，

其涵养党内政治生态的作用日益重要，亟需对其进行整合优化，从而推动其进行

创造性转化，以此来适应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是一个动态的双向的过程，

需要党内政治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最优组合，即一方面用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丰富党内政治文化；另一方面，用党内政治文化不断促进传统文化创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一，用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党内政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一个

五彩斑斓的大花园，为党内政治文化提供着丰富的养料。但是，如何在新时代背

景下用好、发挥好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面临的新难题，本节内容将

从以下三个层面做出回应。首先，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融入党员的自我修养中，

使得党员干部能始终发扬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政党品格，有助于不断加深党

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其次，将民本思想贯彻在党内政治建设中，使得党员干部能

始终铭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政治理念，这有助于充分发扬党的

民主性。最后，将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印刻在党员的脑海中，使得陈列在历史文

化展馆中的文化资源“活”起来。这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文化自信。总的来说，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合理转化，对于丰富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深远的意

义。

第二，用党内政治文化不断促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基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这一时代课题，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创新性转

化。一方面，推动其在党内传播路径现代化。近年来，社会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

关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热潮，以“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为代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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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清流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们将传统文化以综艺的形式搬上了荧幕，以全

新的视角带领观众感受、品鉴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创造了崭新

的发展环境，提供了独特的发展视角。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内的发展也要积极借鉴

这一传播方式，例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视频、音频等形式融入党员干部的

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专题教育等活动，这样既有助于党员干部从视听说等

多角度来感受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同时也有助于让成列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

遗产“动”起来、“活”起来。另一方面，促进其在党内传播内容系统化。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始终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哺育着

中华民族。因而，在学习过程中要系统地学、完整地学。尤其是在党内组织党员

干部进行集体学习时，既要充分把握其历史成因，又要充分了解其当代价值，系

统完备地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避免囫囵吞枣，一知半解，造成对传统文化的

误读误解。

5.3.2 确保中国红色革命文化赓续性传承

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它一方面彰显着早期共产党人艰苦奋斗、

勇往直前的使命担当；另一方面又承载着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

时代诉求，是我们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因素。新时代以来，面对全面从严治

党的时代课题，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国红色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就显得格

外重要，尤其是早期共产党人崇高的政治品格和伟大的精神风范，以及革命过程

中所形成的红色革命圣地，对于凝聚党的向心力、提升党的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应当从“源头”中寻找“活水”。这不仅有助于确保中国红色革命文化在

新时代能够赓续性传承，同时也有助于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引领。

第一，充分发扬以艰苦奋斗为代表的革命精神。中国红色革命文化是在党和

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培育和创造的，涵盖着广泛的精神谱系，既包含着早期的红船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也囊括着中后期的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等，

它不仅是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重要推动者，同时又是我们党从黑

暗走向光明与幸福的重要见证者，其内涵十分丰富。因而，在新时代充分发扬党

的革命精神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

要学习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此来服务于广

大人民群众。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借助书籍、网络、视频、音频等方式系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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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钻研革命精神文化，充分了解把握其中所蕴含的理论价值，这是一个内化于

心的过程；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将所学的革命精神风范广泛应用于为人民服务

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发扬革命精神的现实价值，这是一个外化于行的过程。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的双向互动使得以艰苦奋斗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始终飘扬在党的旗

帜上，铭刻在党员的内心里。

第二，充分发挥红色革命圣地的育人作用。红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最鲜亮的底色。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寸红色热土背后都凝结着艰苦卓绝的牺牲奉献，

铭刻着气吞山河的壮丽辉煌，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国的红色资源遍

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红色革命圣地。这些革命圣地串联起

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始终折射着党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和牺牲奉献，是我们

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依靠，具有渲染、熏陶和教化的重要作用。因而，在

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红色革命圣地的育人作用对于加强党内政

治文化建设必要且重要，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强党员干部对红

色革命圣地的学习调研。身临其境，方知初创之艰难；瞻仰故地，更感先贤之崇

高。党员干部只有亲临红色圣地，从视觉听觉等多个角度学习感受先辈们的艰辛

与不易，才能更加坚定初心使命，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这有助于在党内形成良

好的政治风气，对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另一方面，

加大对红色革命遗址的修葺保护工作。每一处革命圣地都是当地独一无二的“红

色地标”，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具有不可替代性。革命圣地作为净化党员思想、

坚定党员信念、增强党员信心的大熔炉，必须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大修葺保护工作，

防止因为自然环境等因素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坏或者遗失。

5.3.3 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体，这表明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高度依赖党的领导同时又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母体依托，

它们二者紧密相连，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先要在党的

领导下发展创新，而后以其社会主义性和先进性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核心。

因此，新时代必须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置于主体地位，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继续创

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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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人民公仆的

作用，在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围绕人民诉求，深入基层，切

实了解人民所需，发展属于人民的先进文化，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作为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创作的落脚点；另一方面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的首创

精神。与此同时，党员干部还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投入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大做强。人民是历史与

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始终把人民放在

首位，既有助于加深党员干部的“人民性”政治理念，同时也为繁荣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进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性文化提供坚实支撑。

第二，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要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体系。但是，社会的变化发

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文化精神与力量。因而，在新时代要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断创新，以满足社会所需。首先要从根本上切实巩固好现有的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确保先进文化不偏向、不错位，为发展创新提供坚实的根基。其次，用主流

价值观涵育时代新人。新时代要充分发扬主流价值观，尊重首创精神，引导和培

育人民群众进行正确的三观选择，以此来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新升级。最后，

用社会舆论凝聚共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唯有思想上达成共识才能在行动上达

成真正的统一。因此，要用社会舆论凝聚广泛共识，用好思想上的最大公约数，

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4 人民之维

对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来说，无论是时代维度的遵循，还是政治维度的建设，

抑或是文化维度的发展，最终都落脚于人民维度，服务于人民所需。因而，坚定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本小节内容的重点。只有坚

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坚强的后盾支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只有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党内政治文化也将在这一过

程中不断充盈与更新。

5.4.1 坚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发挥统揽全局作用的根本遵循，是发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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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选择。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坚

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立场，把人民放在首位，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因

此，基于人民维度，笔者将从拥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发挥党的主心骨作用两个

方面进行分析，着重强调党员干部要真维护、用心维护党的领导，为保障人民权

益、发挥党的主心骨起到支撑作用。

第一，拥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拥护党的领导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表面上

的依附。而是从“知”出发，深化于“信”，落脚于“行”的实践活动，是一个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具体过程。首先，从“知”出发。党员干部要主动学习和

了解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奋斗中形成的“四史”，在发展进步中不断更新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

等，要从内心深处筑牢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支持。其次，深化于“信”。了解

历史、学习理论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认

可，要把它们融入在政治信仰中，价值追求里，使其成为引导和鞭策党员行为准

则的风向标。最后，落脚于“行”。党员干部要把情感上的认知和思想上的认可

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实际行动中，主动深入群众，考察民情，了解群众所需，使

得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有所保障。

第二，发挥党的主心骨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自

成立以来就是人民可靠的主心骨，始终统揽全局、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顶端。尤其

在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

了压倒性胜利；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使得抗击疫情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这些实践成果时刻昭示着我们，

不论是一个国家，抑或是一个政党，其领导核心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必须坚

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的主心骨作用。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一方面要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知行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另一方面，要时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党员干部作为工作在一线的骨干分子，

是推进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力量，要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增强主动担当的意识和积极作为的勇气。

5.4.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强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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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

心”既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和根本目的，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路径和根

本方法。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必

然要求，也是筑牢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选择。笔者将从增强党员干部

的公仆意识和坚守人民性的政治品格两个方面进行详细阐释。

第一，增强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人民公仆指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的党员干部，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始终扎根于人民的沃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

守护着人民。新时代，党员干部理应坚定使命担当，增强其公仆意识。首先，要

正确认识和使用自己的权力。权力源自于人民，因而要坚持用权为公，用权为民，

严格区分“公仆”与“老爷”的界限，用好权力这把“双刃剑”，把握好用权的

尺与度。其次，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严以用权，仅仅靠党员干部的自觉

还不足够，要增强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意识，使得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员干部

在聚光灯下工作。

第二，坚守人民性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是党执政的最

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
①
由此可见，站稳人民立场是我们党长期

执政并领导人民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坚守人民性，就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

立场，是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使命担当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新时代，

坚守人民性的政治品格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发扬“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工作作风，时刻心系人民，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自觉将小我融入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中，从人民关心

的事做起，从让人民满意的事做起，保障和充实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真正把以人民为

中心落到实处。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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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突

破困难与挑战，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果，并以积极健康的姿态屹立在党内政治生

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党员干部的行为操守和价值取向，在营造风清气朗、山

清水秀的党内政治生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

设为研究主题，在充分把握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新

时代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给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有益借鉴。

通过对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审视，我们可以从中获悉，在取得硕果的

同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面临着许多挑战，需要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砥砺奋进，推

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没有终点，其理论研究的任务也日益艰巨。但是，对于一

个历经百年仍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大党来说，我们有能力把我们的党建设的更

加坚强有力，使其永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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