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 卷第 3 期
2019 年 6 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0 No. 3
Jun. 2019

[收稿日期] 　 2019-03-11
[基金项目] 　 武警海警学院课题“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逻辑和价值意蕴研究”资助(编号:HJXY1817)
[作者简介] 　 付国辉(1978-),男,江西上高人,武警海警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初心的逻辑理路

付　 国　 辉
(武警海警学院基础部,浙江宁波 315801)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实践初心具有内在逻辑。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孕育、提出的阶

段,她以挽救民族危亡为逻辑起点,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为根本动力,以解放劳苦大众为价值取向。 从中国共产党成

立到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初心的阶段,她以初心指引国家前途思考,以初心指引民主制度设计,以初心指引建国

框架构想。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阶段,她直面与初心相背离的现实问题,探寻与初心相

符合的发展路径,确立与初心相一致的价值取向。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启实现初心的新征程,她为初心注入

新的时代内涵,为实现初心作出战略安排,在推进“四个伟大”实践中实现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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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提出不忘初心之后,有关初心的问

题受到国内学术界高度关注并形成研究热潮。 目前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初心的缘由、初心的内涵、
初心的特征、初心的构成要素,以及实现初心的路径

等方面,而从初心与奋斗目标结合的视角,对实践初

心的逻辑历程进行研究的较少。 即便存在从历史维

度对其进行阐释,大多也限于初心的缘由和内涵等

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体现在建党之初所确立

的党的宗旨和党的奋斗目标上。 它回答了党是为何

诞生的,是为什么目标奋斗的问题。” [1] 党的十九大

将党的初心和使命概括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实现了党的初心与民族复兴奋斗目

标的有机结合。 民族复兴的过程,不是抽象的,而是

具体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实践指向,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
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

碑。” [2]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初心的过

程是具体的、历史的。 历史性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实

践初心的过程显得尤为重要,它对于把握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趋势和激发中华民族实现初心的斗

志和恒心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提出初心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

党人初心的孕育、提出阶段。 如果说时代条件和国

际环境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欧亚革命

浪潮的高涨以及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赋予了中国

共产党创建的可能性,那么,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以

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

想的先进分子则推动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正

是他们,积极探求着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推动着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进而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
(一)逻辑起点:“挽救民族危亡”
由于国力的落后和政府的腐朽,近代中国受到

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亡

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为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

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然而,一
次次斗争,一次次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一次次地

失望后却茫然无措,“究竟怎样才能改变民族的悲

惨命运”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共同思考的问题。 这种

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境遇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出



场”。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

渐认识到建立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的

必要性。 对此,陈独秀在 1919 年 12 月出版的《新青

年》第 7 卷第 1 号的《本志宣言》一文中指出:“虽不

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
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

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

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

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 至于政党,我们

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维护

少数人私利或一个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

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这里指出的“新时代” “新
社会”以及“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无不体现出陈独秀

对挽救民族命运的政治思考。 关于要在行动上尽快

建立共产党组织,蔡和森在 1920 年写给毛泽东的书

信中就指出过“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
不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流血恐怖自然比

有组织要狠些。 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或者还可以免

掉,所以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 [3] 实际上,
陈独秀、蔡和森有关建党的想法,代表了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们的共同愿望,即通过建立“全社会幸福的

政党”———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正是有了较为广泛的思想认同,这些思考逐步转化

成了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
(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学术

理论在知识界研究讨论,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不少

先进分子改变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将马克思

主义看作是先进的革命理论,看作是救国救民的

“良方”。 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因此经历了研究、接受、传播和应用的过程。 正如毛

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

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

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4]

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考虑自己的问题”的过程中,中
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建党过程经过

了先进分子严密的路线设计,先是组织马克思主义

学术团体(譬如,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然后从中发现和培养信仰马

克思主义的中坚分子,再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国共产

党早期组织,进而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

党———中国共产党。 这一建党路线自始至终贯穿着

一个政治要求,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再者,
1920 年 11 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5]1921 年 7 月党的一大通过

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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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

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

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 [6] 由

此可见,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不仅

仅停留在为谈信仰而信仰的理论层面,实质上已经

成为早期共产党人建立新社会的行动纲领和政治

行为。
(三)价值指向:解放劳苦大众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

论武器。 对于中国先进分子而言,要用马克思主义

挽救民族命运、劳苦大众命运,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

为劳苦大众所掌握,以指导他们进行阶级斗争和自

我解放。 因而,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工人群众

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建立无

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一步。 为让工人群众尽快认识到

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

著述、演说等方式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 年 4 月,陈独秀在发表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
演说时指出: “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

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同年

9 月,他在《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一文中也指

出:“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一不跟着外国的新

思想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

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对于同胞

的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

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 [7] 这里,陈独秀强调了工

人群众及其运动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同时又阐述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立场。
另外,在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

议》中,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

工作和宣传工作,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二　 保持初心

自党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初心,成功

领导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确
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期间,在初心的指引下,中国共

产党人将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与民主革命的过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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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统一了起来,既在民主革命实践中提升对民主革

命的规律性认识,又在民主革命实践中逐步推进国

家政权建设。 随着对民主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入,中
国共产党人对建设新中国的构想也就越发清晰。 中

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对民主

革命的“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后形

成的。 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民主革命这个

必然王国”,这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新中

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地构想。
(一)以初心指引国家前途思考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前途的思

考中已经包含着国家前途的内容。 1940 年 1 月,毛
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革命

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
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

代。” [8]683“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

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 中国的民

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

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 [8]686 这些论述,既指出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要

手段,更强调了通过革命所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前途。 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建立的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又指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

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两部分。 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
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所指导的。” [8]686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

东还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

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

共和国。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

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 可见,以毛泽东同

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建设新中国的构想有

着一个明确的线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

主义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
(二)以初心指引民主制度设计

在初心的指引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

建设新中国构想中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整个过程。 1928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双十”
宣传纲要》提出建立“真正独立统一的自由的平民

式的民主共和国”,1929 年《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

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提出建立“工农民主苏维埃

共和国”,1930 年《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

略与策略给长江局等的指示》提到“成立‘中国苏维

埃共和国’的中央正式政府”,1931 年江西瑞金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5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提

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 年《国共两党抗

日救国协定草案》提出“中华民主共和国”,1938 年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独立

自由、幸福、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1940 年《新
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946 年

《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

新中国”,1948 年《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

问题》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年 9 月 2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确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并就其“新中国”国家概

念给出界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

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9] 上述各个时期,
由于革命对象的不同,建立的统一战线所含阶级不

同,但它们共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执

着追求和奋斗轨迹。 而且,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将

价值追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在民主革命的不

同阶段,以不同的制度形式落实着“人民民主”理

念,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大会” “三三制” “参议会

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等。 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新
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将这种制度设计称之为民主集

中制,并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政

体———民主集中制。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
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8]677。

(三)以初心指引建国框架构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初心,对
建设新中国的实践框架和路径进行了构想。 在《新
民主主义论》一文,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

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

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

的,在 于 建 设 一 个 中 华 民 族 的 新 社 会 和 新 国

家。” [8]663 在结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毛
泽东同志又对各种国家体制进行了比较,明确指出: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

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
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
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

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因而是过渡形式,但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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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8]675 在明确新中国国家性质

的基础上,再次强调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建

设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

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要造成的

新中国。” [8]709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明确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建设新中国的

“三位一体”框架和路径。 这一建国框架和路径无

疑为日后的国家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 可以说,中
国共产党的建国实践一直沿着这种框架和路径进行

着,按照这个框架,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1956 年社

会主义制度确立了,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提前

超额完成了。

三　 不忘初心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时对初心作出了明确阐释:“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 [2] 换言

之,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的时代宣言。
(一)直面与初心相背离的现实问题

“40 多年前,人们身处毛泽东去世、‘文革’结

束的徘徊期,面对社会主义中国何处去的紧要问题,
认识并不一致,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渺茫。 在这一

历史拐点,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推

动改革开放的实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10] 在

邓小平同志看来,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

了理想与现实相悖的情况: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优于

资本主义,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存在较大差距;理想中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现实的发展却

缺少说服力。 对此,邓小平强调指出:“生产力发展

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

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 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

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 [11]381 可见,党提出

改革开放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一是基于“贫穷的社

会主义”这一反面教材,要求改变落后状况。 二是

基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考虑,要求

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 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指

出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
社会的政策不行。” [12] 正是直面社会主义建设中出

现的现实问题,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解决

问题的思路———改革开放。
(二)探寻与初心相符合的发展路径

中国共产党开启改革开放事业,是先从思想路

线上入手的。 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1978 年 5 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引发了全

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同年 9 月邓小平同

志的“北方谈话”,促使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突

破“两个凡是”进展到工作重心的转移,即从思想路

线进展到政治路线层面。 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

委的汇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
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

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 办一件事,
人多了,转圈子。 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总

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

新的要求。” [11]376 这段讲话着重指出了生产关系、
上层建设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关系,强调了破

除生产力障碍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那么,如何破除

呢? 首先要打破思想禁锢。 关于这点,邓小平在听

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过,他说:“如
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

能下这个决心。 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泽

东思想的旗帜呢? 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

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

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3]127-128 这里实际上指

出了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逻辑起点,即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 要实事求是,就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与国

际水平的差距,因而顺理成章地就要求打开国门,博
采他国众长以发展自己。 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

的,改革包含对内改革,也包含对外改革,对外改革

就是开放。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要实现四个

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 要

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

起点。” [13]133 在同年 11 月至 1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只有思想解放

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正确地改革与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13]141 至

此,通过改革开放谋求发展的实践逻辑较为清晰地

呈现了出来,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内改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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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发展

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三)确立与初心相一致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蕴涵

鲜明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强调改革开放的目的在

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同志早在“文
革”下放时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思考中就有了以人民

群众为本的观点,他认为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的提高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最起码的标准,
空头政治不行” [14]。 “北方谈话”时他又指出:“按
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

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

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

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

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

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13]128“我
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11]381 正

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显得尤其务实。 1979 年他

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非常务实地指出: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

化。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

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13]237 这里将人

民的“小康之家”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阶段性标准,足
以说明改革开放初心所蕴涵的人民情怀。 另一方

面,改革开放初心蕴涵人类情怀,将“为人类作贡

献”作为造福人民的逻辑延伸,作为体现民族复兴

的重要考量。 中国共产党开启的改革开放,秉承了

中国古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和

抱负,在将“达”未“达”之际已显示出固有的人类情

怀。 改革开放事业开创之初,邓小平同志延续了毛

泽东时代有关“四个现代化”的表述,但同时也赋予

了“四个现代化”民族复兴的意义,这一意义外在地

体现在为人类作贡献上。 1978 年邓小平在会见马

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就指

出:“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

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 到实现了四个

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

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 [13]1121979 年他又进一

步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

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

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

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13]237 由此可

见,造福人民、为人类多作贡献是提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价值取向,它紧紧地指引着改

革开放进程中的每一步,紧紧指引着改革开放实践

取得巨大成就。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从那时

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

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

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
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
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

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15]10

四　 实现初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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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15]11 这

“五个是”集中阐释了“新时代”的丰富内涵,不仅表

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良好

精神状态,更表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初心

的郑重承诺和信心决心。
(一)为初心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2012 年 11 月习近

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将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概括为“中国梦”,赋予初心通俗的大众化的

表达,他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

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

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16]36 之后,习近平同志在

多个场合对中国梦的内涵加以了阐释。 2013 年 3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
近平同志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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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

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

荣传统。” [16]392013 年 5 月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

座谈时习近平同志又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

的,也是未来的。” “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

每一个中国人的。” [16]492014 年 6 月在会见第七届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进一步强调:
“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

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 [16]64 这些论述对中国梦

的内涵进行了多维阐释,既有国家、民族、个人相统

一的价值维度,又有过去、现在、将来相统一的历史

维度,还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相统一的国际维度。 这

些多维阐释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注入了新的时

代内涵,为实现初心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

感召力。
(二)为实现初心作出战略安排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实现初心。 习

近平同志曾指出:“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我们明确

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6]49 “现
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
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16]502014 年 6 月在会见第

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习近平又

指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

斗。” [16]64 可以说,实现初心既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雄

心壮志。 当然,这种雄心壮志有着明确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具体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上。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同志指出:“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

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

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

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5]28 这一战略

安排,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也是

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战略安排,它既向全党全

国人民描绘了民族复兴蓝图,又向全世界展现了国

家自信和民族自信。
(三)在统筹“四个伟大”实践中实现初心

新时代要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必须具有

更加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必须具有更加昂扬的

精神状态,也必须具有更加伟大的奋斗精神,因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 [15]15 习近平同志号召全党必须准备付

出巨大努力,在统筹“四个伟大”实践中推动初心的

实现。 一是要进行伟大斗争。 必须同消极、懈怠、腐
化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同一切不利于加强党

的领导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作斗争,同一切

违背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宗旨的行为作斗争,同一

切积重难返的问题作斗争,同一切分裂活动、暴恐活

动、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 二是要建设伟大工程。
通过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党建成时代先锋、民族脊

梁和自身始终过硬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三是要推

进伟大事业。 要自觉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实干苦

干,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四是要

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推进伟大

工程,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主心骨,
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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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Chinese Communists Original Aspiration

FU Guo-hui
(China Coast Guard Academy, Ningbo 315801,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has its inner logic. From the May4th Movement of 1919 to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period of introducing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In this perio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d up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saving the nation, remain faithful to Marxist beliefs as driving force and choose liberating the people as their val-
ue orientation. From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foun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stage of cloving to origi-
nal aspiration. At this stage, Chinese Communists think the countrys future, develope democracy and found the country framework un-
der the guide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From foun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is the time of re-
maining true to original aspiration. At this time, Chinese Communists face the problem deviated from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establish the value orientation accorded with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Chinese Communists embark on a Journey to realize original aspiration. In these years, Chinese Com-
munists add new time intentions to original aspiration, make the strategic vision for realizing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realize original aspi-
ration going hand in hand with that geared toward the struggle, the project, the cause and the dream.

Key words: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socialism;　 peoples welfare;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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