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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因素探析

廖　 灵　 丹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部署被不断推进,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
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重要举措。 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深层次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
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对重要范畴,领导干部与制度规范是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内部因素,如何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维系领导

权威与制度权威的平衡关系至关重要。 此外,市场经济环境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考验;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活

的挑战;多元社会思潮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冲击等等,都是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 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可
以更好地发现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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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政治生活是政党内部最普遍的政治现象,
是全党的风向标,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政党赖以

生存和长久发展的重要支撑。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政治优势与优良

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法宝。 十

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要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展

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

态[1]。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与

时代的变化,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
损害了党内政治生态与党的公信力,破坏了党纪国

法的严肃性与神圣性。 而深入分析这些影响党内政

治生活的因素,找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症结所

在,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与完善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领导权威与制度权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变
量”互动

作为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两大重要因素,领导

干部与制度规范相辅相成、互相制约。 一方面,制度

的贯彻依赖于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的发挥,在
制度规范制定过程中,领导干部能够指导有关制度

的研讨、辩论和最终确立,并且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制

度规范有助于推进制度规范在全党的贯彻与落实。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的发挥需要以

制度规范约束为保障。 制度能够规范领导干部的言

行举止以及权力的行使,防止领导干部滥用手中权

力、违法乱纪、贪污腐败。 一言以蔽之,离开了领导

干部的努力,制度权威就不能顺利建立、贯彻和落

实;而离开了制度规范,可能就会出现干部滥用权力

的现象。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将这两方面结合起

来,既要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作用,又要以

健全的制度规范作为根本。
(一)制度规范的贯彻依赖于领导干部的主体

自觉

党内制度的制定、贯彻与落实离不开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自觉。 制度是由人制定的,
“不仅制度的结构包含有重要的人格决定,而且即

使是最好的制度,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

人。 制度好似堡垒,他们得由人来精心设计并操

纵” [2]。 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地位、执政使命、价值

取向、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等方面的认识,直接影响

到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制度在制定后能否具有执

行力。 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



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对所制定的制度有着明

确的认知,那么所设计出来的制度很可能是废纸一

堆。 而制度制定出来后,领导干部应作为遵守制度

的先行者带头做榜样。 领导干部遵守党章党规,严
格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对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历史实

践证明,领导干部如果带头遵守党内各项规章制度,
是能够在全党起到积极的示范引导效应的。 领导干

部带头遵守制度规范的榜样力量,可以扩大制度规

范在全党的影响力,有助于增强制度的权威性。
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领导干部也可能对

制度建设起反作用。 在领导干部与制度规范这对关

系范畴中,如果领导干部处于强势地位,就可能会出

现无视制度甚至修改制度的现象,而当制度处于弱

势被动地位时,就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一纸条文。 党

历史上曾出现过违反制度的现象,当前党内也存在

一些领导干部违反制度规范搞特权主义的现象,损
害了制度的权威性。 鉴于领导干部在制度建设中的

重要地位与关键作用,他们应该自觉遵守制度规范,
并根据现实发展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内各项制度

规范。 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

自己岗位对党和国家的特殊重要性,越是身处高位,
就越要严格按照党提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越要严

格遵守党的各项规章制度。 习近平明确指出:“在
党内,谁有资格犯大错误? 我看还是高级干部。 高

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

信损害大。” [3]因此,作为党内的“关键少数”,领导

干部要对党纪党规心存敬畏,做到在党纪党规面前

没有特权并自觉发挥遵守制度规范的垂范作用。
(二)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的发挥要以制

度约束为保障

缺乏制度的约束,就容易出现领导干部滥用权

力的现象。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

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 [4]。 从权力的行使角度来

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容易导致腐败。 “在所有使

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

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 [5]。 要防止领导干部滥用

权力,就须用制度来制约。 “党内制度规范一经制

定,就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各级

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强制力” [6]。 通过对干部权

力行使的过程进行必要限制,可以直接制约干部权

力的无限膨胀,包括领导干部权力行使的时间段、空
间范围以及行使方式等方面。 通过发挥制度的强制

性力量来规范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可以将他们的

权力限定在制度容许的合理范围之内。 良好的制度

规范还有助于培养干部的优秀品质,促使干部在合

乎制度要求下表达政治意愿和推行政治行为,使干

部养成合理使用权力的政治习惯,形成与制度环境

相适应的个性、气质。
在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通过党内制度的约束

来防止专断性权力现象的出现极为重要。 缺乏约束

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领导个人专权对党和国家的

事业会带来严重危害。 毛泽东曾公开批评党内干部

个人专权行为:“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话

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 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

道理呢? 只要是大事情,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

同意见,认真对复杂情况和不同意见加以分析。 如

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

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7] 领导干部权

力滥用往往会滋生腐败。 “把政治职位当做致富的

工具,意味着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服从于经济价值

和制度,政治的主要目标已不是实现公共目标,而是

促进私利的实现” [8]。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内出

现诸多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他们趁

机钻入制度漏洞,把攥有的政治权力作为谋取个人

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甚至不

惜牺牲集体利益来满足个人私利。 部分地方因为制

度建设不完善而导致人治现象时有发生,领导干部

的权力弹性很大,制度的贯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还

取决于领导干部个人思想觉悟与水平,部分基层党

组织的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无视制度,往往借强化集

中之名行个人专权之实。 “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

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 有的还专挑那些党已

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

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 [9]。 为此,必须要加

强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选
人用人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各项制度,为防止领导

干部个人专权和家长式作风设置制度屏障。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正确处理领导权威

与制度权威的关系

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贯彻依赖领导权威,有效

合理地发挥领导权威有助于协调党内关系、推进党

内政治生活制度规范的形成与落实。 但是,领导权

威的发挥应受制度权威的限制,避免个人崇拜、家长

制、一言堂等不良现象产生。 领导权威的发挥必须

体现集体领导的特征,要以遵守党的各项制度尤其

是民主集中制为前提。 我们党的领导权威不是自封

也不是恩赐的,而是在不断进行自我修养、不断克服

缺点错误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长期的实践经验证

明,什么时候坚持了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党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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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生活就会积极健康发展,而当集体领导和民主集

中制得不到贯彻,党内就会出现个人崇拜与个人专

权的现象。 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维护党中央的集体

权威,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领导权威才是我

们党所需要的真正权威。 将领导权威约束在制度权

威范围内,用好的制度来保障领导权威的合理实施,
使领导权威始终运行在正确轨道上,这样才能既防

止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现象的产生,又可以避免滑

入无政府主义。
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下,党内政治生活正常

与否主要取决于领导干部的个人思想觉悟与作风,
而不是制度,势必引起这样一种风险:如果领导人的

思想作风好,党内政治生活尚可正常;倘若领导人的

思想作风有问题,就容易滋生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

现象,从而使党内民主形同虚设,使民主集中制和集

体领导原则名存实亡。 领导权威的发挥要限定在制

度权威的要求之下,将领导干部权力的行使限制在

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不断健全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

度、工作制度与监督制度,使领导权力置于监督之

下。 只有完善并贯彻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监督,
才能防止领导干部滥用权力。 制度规范作为党内政

治生活的保证,有了健全的党内制度规范,并发挥其

权威效用,党内政治生活才能健康发展,而不至于出

现“因人而异、随人而变”现象。

二　 市场经济环境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考验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党内政治生

活提出了严峻考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习惯

性地将经济效益的好坏和财富创造的多寡作为评判

自身价值高低的标准。 当这种观念反映到党内时,
就容易导致部分党性观念淡薄的党员和干部滋生

“一切向钱看”的腐败思想,把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转变为对金钱和财富等物质利

益的追求,使自己的党性与人格商品化。 在市场经

济重利属性的驱使下,部分党员干部成为商品拜物

教与金钱拜物教的仆从,他们将手中的公共权力和

社会地位转化为攫取物质财富的工具,导致权力异

化、商品化及腐败行为的发生。 市场经济利益主体

多元化导致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容易滋生这

样一种错误意识,即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他们把经

济领域的价值原则与价值规律运用到党内,把追求

物质利益作为唯一目标,从而破坏了党内良好的组

织关系,使正常的党内同志关系变为金钱关系。 权

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党员干部甚至为

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个人正当利益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我们党也认

可并尊重党员与干部拥有个人利益,但必须是正当

的,要以不损害党和人民集体利益为前提。 如果党

内成员都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那么党的

人民性价值取向就会被扭曲,党的纪律、原则与正常

权力关系就会遭到破坏。
市场经济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负面影响,主要是

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党内的

蔓延。 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了,表现

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放大化的市场价值、交换价

值与商品价值则把人自身的价值淹没于物的价值之

中,“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由此而来。 市场经

济以利益为驱动力、以货币为中介,作为一般等价物

的货币具有交换一切商品的作用,它被视为万能之

物,客观上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

滋生与蔓延提供了条件[10]。 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

化的格局与竞争体制下,每一种市场经济利益主体

都力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使以集体利益为最

高取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受到挑战。 在市场经济价

值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和价

值观念渗入党内,改变了部分党员或干部的思想与

价值观,使一些党员或干部的全局观念、组织观念淡

化,进而影响了党组织的集中统一。 部分党员、干部

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背离了我们党长期

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金钱才是硬

道理”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而马克思主

义理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等主流

价值观被边缘化。 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部分党员、
干部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

想,为了个人利益,他们急于把手中权力变现或寻

租,不惜牺牲和损害党和国家的集体利益。 他们把

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带到党内,拿党性做交易,
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 一些基层党组织的

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只求回报,甚至参加党内政治生

活也要先讲条件、谈价格。
市场经济是以遵循等价交换为基本原则的,一

旦这种原则侵入党内,就会损害党的健康肌体,破坏

党性原则。 党性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 习近平强调,“坚持

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品格” [11],中
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其必须

坚持和贯彻党性原则。 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原则,它要求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

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并在商品流通中以追求利益最

大化为目标。 等价交换原则与党性原则所追求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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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所属范畴截然不同,等价交换原则是市场经济

主体以追求个体经济利益为价值目标,用于调节市

场经济主体之间从事交换行为的价值关系,属于经

济范畴;党性原则并不是以追求个体利益为价值目

标,而是以集体利益为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为价值取向,它要求党内成员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

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属于社会政治范

畴。 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与党性原则之间本质上

的差异性决定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和贯

彻党性原则。 而等价交换原则一旦渗入党内政治生

活,就会破坏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败坏党内政

治生活的空气。 当前部分党员、干部把等价交换作

为处理个人与党组织关系的“新准则”,利用工作、
职务之便,搞权钱交易,拿党性作交易,向党组织讨

价还价,把本属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当做捞取政

治地位与利益的砝码,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组织关系。
任何原则只有在与之相对应的领域和范围内才

能发挥有效作用,等价交换原则也只适应于经济领

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
但决不能把等价交换原则放到党内政治生活中去。
党内政治生活不同于市场的交换关系,决不能用市

场的等价交换模式去干涉党内政治生活。 在市场经

济中,处于交易中的商品的质与量对于交易双方来

说是确定的,因而可以实行等价交换。 但等价交换

原则一旦渗入党内政治生活,很容易造成党内价值

观混乱,导致党内政治生活商品化。 党内政治生活

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指导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

只能是党性原则。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员的行为

要受到党性原则的约束。 当前党内政治生活中,部
分党员干部利用职位之便捞好处,出现“不给好处

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不良现象,这既是对党

性原则的背离,也是对等价交换原则的歪曲。

三　 网络新媒体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挑战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
信息化已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 与传统媒体不

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新媒体作为新型的传

播媒介,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虚拟性、便捷

性、共享性等特点和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传播迅速、
成本低廉等优势,使网络化新媒体能够迅速吸引大

量用户群体,并且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等方式于一体,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与生活方式。 据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 54 亿,互联网普及

率为 61. 2% ,网民数量近十年来增长了近四倍,网
民结构以青年群体为主,10 ~ 39 岁群体占整体网民

的 65. 2% ,其中 20 ~ 29 岁年龄段的青年网民比例

最高,占全体网民数量的近 24. 6% ,参见图 1、
图 2。[12]

图 1　 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图 2　 网民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从图 1、图 2 所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网络新媒

体在我国拥有大量的用户群体,并且呈现上升趋势。
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

和传播方式,改变着我国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 对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来说,日益发展和壮大的网络新

媒体既带来了重要机遇,如各级党组织可以通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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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来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使党内政治生活在内容形

式上更加丰富。 同时,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也对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严峻挑战,影响党内政治生活

的内外部环境。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网

络新媒体用户群体越来越广,尤其是青少年用户成

为主要活跃群体,他们由于阅历尚浅,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还处于形成时期尚未健全,政治立场不

坚定,面对网络上良莠不齐、真假不一的信息容易困

惑,极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煽动和利用,导
致他们在网上发表一些过激言论或在现实中出现一

些极端行为。 随着用户群体的增加,网络新媒体也

日益成为民众情绪的“发泄地”与社会矛盾的“发酵

池”,党内政治生活开展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影响党

组织的公信力,甚至引发党群矛盾。
第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挑战党内政治生活理

论的有效传播。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理论基础。 信息

化时代,网络化传播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远大

于传统传播媒介,网络新媒体成为了思想文化传播

的重要集散地,各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在网络上

流传,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影
响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一些政治定力

不强的党员、干部很容易被这些非主流价值观所迷

惑。 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不同,网络新媒体传播不

受印刷、运输与发行等因素的限制,加快和拓展了信

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 网络新媒体传播这种高效性

的特点,使得各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能够在短时

间内广范围地传向用户群体,而且信息量大,传输速

度快。 在网络化时代,各类信息可以通过图像、文
字、声音、视频等方式以更快速度、更少资源、更好效

果传播开来。 网络新媒体的这些传播特性使党员接

触的信息、思想与文化也呈现多元化趋势,这对党员

如何保持自身政治定力提出了挑战。
网络新媒体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虚拟性,使得

网络信息舆论引导和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网络新媒体在传播方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信息

传播的双向交互性,它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传播主

体的多元化。 “任何一个信息接受者,只要他愿意,
都可以及时转化为信息发布者,并把他所创制的其

他类型信息模式输入网络,反馈给原有信息模式的

发出者或更多的用户群体,从而产生一定影响” [13]。
网络新媒体的用户主体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介

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观点,通过用户之间的互动产生

一定社会影响,形成所谓的民间“意见领袖”,他们

通过输出自己的观念掌握着一定的网络话语权。 部

分不怀好意的民间“意见领袖”往往散布一些否定

马克思主义、抹黑党等错误思想言论,这对马克思主

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出了严峻挑战,甚至一定

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一些不明真相的党员与群众往往容易被这些错误的

言论所蛊惑,影响了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此外,国
外一些敌对势力也利用网络媒体的技术优势对我们

党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思想文化渗透,企图对我们

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和党外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教育产生负面影响,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在党和人民中的吸引力与公信力降低。
第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考验党内政治生活的

组织形式。 网络新技术的运用突破了地域限制,对
传统的党内政治生活组织形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民

主集中制一直是党内政治生活所要遵循的重要组织

原则。 然而信息网络传播的迅速性和不确定性突破

了传统民主集中制的运行限制。 网络新媒体信息传

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传播渠道之多、传播内

容之多元,使我们党无法完全对各种信息源做到有

效管理。 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都可以通过网络传

播,影响着党员群体,信息的多元化使党组织教育管

理党员的难度加大。 在信息网络化时代,党员的流

动性增强,这对于落实集中统一的传统党内政治生

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导致党内政治生活无法跟上党

员活动的尴尬局面,从而削弱了党员与党组织之间

的联系,淡化了党员的组织观念。 随着网络新媒体

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党的组织管理机制由垂直

的倒金字塔型趋于扁平化,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党组织管理效能[14]。 但是,也正是网络新媒体

的发展,党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尤其

是流动性党员的组织增多,弱化了党组织的集中统

一性,使党员与党组织之间出现个性化、多元化和非

组织化的倾向,影响到党组织的正常管理,增加了党

组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难度。

四　 多元社会思潮传播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冲击

社会思潮是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应,在
某一时期内某一阶层和群体中影响较大、流行较广

的一种理论观点和思想潮流[15]。 一定时期的社会

思潮是不同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与主流意

识形态相对立的,并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社会思潮涌入,对我们党所

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冲击,
一些社会思潮蔓延到党内,增加了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的难度。 尽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党内仍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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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地位并不断得到巩固,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思潮也在不断滋长,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

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粹

主义思潮等。 这些社会思潮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如价

值观茫然、价值观错位、价值观断裂、价值观虚无等

问题,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歪曲党的指导

思想与党的各种理论创新成果。
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都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

形态,是指导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论,在党内政治

生活中占有主导性地位。 习近平也强调,“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

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

摇” [16]。 然而随着多元文化环境背景下各种社会思

潮的兴起,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

“倒逼”之势,各种带有鲜明异质性色彩的社会思潮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冲击党

内政治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作为社

会思潮之一的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们

党和国家影响巨大,它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主流意

识形态的正当性,极力鼓吹个人主义,把集体主义与

个人主义对立起来,认为集体主义限制和扼杀了个

体的发展。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

个人自由的限制与否定,必然会导致集权主义。 新

自由主义极力坚持西方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观,宣
扬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以及指导思想的

多元化,其本质是要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内的

指导地位,企图用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作

为一种改良主义思潮的民主社会主义,对党内政治

生活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他们试图曲解我们党

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否定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统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性与真理性,以便造成党内思想混乱。
历史虚无主义也是当前对我们党影响较大的社

会思潮,其本质是唯心主义历史观。 对客观存在的

社会历史和历史规律进行全盘否定,并违背实事求

是原则,别有用心地否定和虚无一些重大历史,夸大

历史选择的偶然性,并按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虚构和

解释历史,其背后逻辑就是只对历史事实作价值判

断,而不做事实判断。 当前所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对我们党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否定党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绩,否认党内一些

重要领导干部对党所做出的贡献,片面夸大党在历

史上的失误以及个别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企图以

否定我们党在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来达到欺骗部分党员和人民的目的,从而

对党和国家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此外,“新左派”思
潮从“左”的方面给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

击,在历史认识、问题解决方式、意见表达方式等方

面都表现极端主义态势,企图“召唤与留恋平均主

义和过往传统体制,幻想中国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

状态”,并一直“将自己装扮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和
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并不假思索“把法兰克福学派

的理论及其诘难新自由主义的学说转移到中

国” [17]。 他们宣传社会的完全平等并借助网络的传

播,产生了一定社会效应并影响到党内,对党的主流

意识形态造成一定冲击。 民粹主义思潮以“妖魔化

他者与自我神化” [18] 的话语特征,强调极端化的平

民倾向,忽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借助当前社

会所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现象来煽动社会仇恨并产生

社会影响,一旦这种思潮蔓延到党内,就会成为引起

党的不稳定性的隐患。
社会思潮基于一定社会现实背景而产生,并立

足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给予某种回应,从而能够引

起一定的社会关注度,而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往往

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与欺骗性,一些对马克思主义信

仰不坚定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认识的人往往容

易被误导。 社会思潮的价值主张与社会主流意识形

态的差异甚至对立,决定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

竞争关系,社会思潮的传播,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主

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 社会思潮的传播,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如果蔓延到党内,就容易引起部分党员、干部价值观

的扭曲或混乱。 当前党内存在部分党员对马克思主

义信仰产生动摇的现象,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理想信念淡化,更有部分党内同志以“信仰自

由”为名抛弃了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信

仰,不信马列主义而信鬼神。 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

在功利主义价值观,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变成为人

民币服务的理念。 受西方思想影响深远的各种社会

思潮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大肆兜售西方价值观与

意识形态,企图通过理论、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渗透,
使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企图以西

方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的指导地位,
扰乱我们党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格局,从而达到分

裂我们党和社会的目的。 因此,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总而言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

传统,而优良传统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是对历史实践

的经验总结,是党的重要优势。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对促进党的建设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可以说,中
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壮大,离不开党内政治生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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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视,我们党才成

为一个有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党,我们党才能在

复杂形势下克服困难、化解矛盾,纠正错误倾向,保
持健康积极向上的状态。 因此,新时代我们党要进

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
带头遵守党内各项制度规范,同时,在党内政治生活

建设中要警惕各种不良因素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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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CCP’s Internal Political Life in the New Era

LIAO Ling-d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rigor in the internal politicial life of CCP has been promoted as an important deployment of improving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discipline system. The factor that affecting the internal political life is multifaceted whil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re included. As a pair of important categories,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leadership authority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s crucial. In addition,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nline media and spreading of plu-
ralistic social thoughts are all important influence facors of CCP’ s internal political life. And analysing these factors systematically
could find out the problems effectively and tackle them directly.

Key words:　 the new era;　 the internal politicial life of CCP;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discipline system;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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