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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三维解读

姚　 冰　 洋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时代背景、方法原则和话语内容三个维度看,共产党

人价值观建设以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竞争的文化背景、党的自我发展的客观要求等为出发点,以唯物辩证法为

理论依据,以国情社情党情为现实基础,以执政为民为基本价值宗旨、以共产主义为终极价值目标,实现了从“革命”到“发展”
的话语转换,创造了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等价值观建设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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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共产

党人的价值观回答了共产党“是什么”“干什么”“为
了谁”等基本问题,理清了共产党与其他现代政党

的界限和区别。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相对稳定的,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体现,是一个演进过程,随着时

代变革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话语内容、价值目标等。
建国 70 年来共产党人始终将价值观建设置于重

要地位,以时代发展、人民需要、马克思主义原则

等为出发点,推动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内容创新。
为此,可以从历史背景、方法原则、话语内容三个

维度来考察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从建国 70 年来

的社会转型、意识形态挑战、党的自我发展等分析

共产党人价值观发展的历史依据,从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实事求是的原则等方面考察共产党人价

值观建构的内在逻辑,从“三个有利于”、科学发展

观、党内政治文化等方面考察共产党人价值观建

设的话语内容。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历

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人
民需要、外部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中国进

入现代化转型期,面临多方面意识形态压力,党的建

设遭到许多挑战等,影响着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

环境、内容及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断推

动价值观建设,建构了与时代转型、人民需要和党的

建设相适应的共产党人价值观。
(一)社会转型: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时代

环境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是理解社会发展和社

会规律的逻辑起点,“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

质生活本身” [1]158,只有从物质生产理解人类历史和

意识形态,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理
清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发展脉络。 建国以后共产党将

现代化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初级目标,自觉推

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 袁贵仁、韩震等认为,现
代化转型是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最大的时代背景,
共产党价值观建设是围绕现代化转型展开的[2]。
因此可以用“传统—现代”的理论框架考察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的时代变迁,分析时代变迁中的共产

党人价值观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处于从半殖民地国家向独立的民

族国家转型的发展阶段,镇压国内反革命势力、抗美

援朝、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改善国计民生等一系列重

任需要完成。 价值观建设必然要与特定的政治环境

和执政任务相适应,建国初期的特殊环境中“革命”
以一种思维、信念和文化的方式植根于共产党人价



值观,“革命型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建国后相当长

时期内得以延续” [3]。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共
产党面临着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极端落后的“烂摊

子”,需要整合国内各种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
“革命”为主线的共产党人价值观能够较好地凝聚

人心、凝聚力量,顺应了建国初期的中国国情及建设

需要。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革命话语价值观具有强

烈的阶级意识、鲜明的集体主义、崇高的主体意识等

特征[4],如果脱离了基本国情社情,不改善国计民

生等,可能会带来许多负面后果,比如以阶级斗争为

纲、文化大革命等就是革命话语价值观极端化发展

的不良后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

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化转型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

放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政治、文化、社会等

领域也都发生了改革,这些影响了共产党人价值观

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价值目标等。 如果以“传

统—现代”的发展框架透视当代中国,1978 年是共

产党人价值观转型的分水岭,此后改革开放成了近

40 年来中国最大的时代主题。 在论及改革开放时,
人们多从经济增长进行单向度叙事,其实改革开放

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是一个涵盖多领域的发展图

景。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看,“思想一旦离

开利益,就会让自己出丑” [5],社会转型必然推动意

识形态转型,推动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创新发展,而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就

是对社会转型的价值回应。 从改革转型的实践历程

看,共产党人价值观对“发展”的叙事发轫于真理标

准大讨论,形成于初级阶段论,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中逐步完善。
(二)意识形态挑战: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文

化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创新发展,
不仅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

意识形态竞争的客观需要。 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缺乏

长期执政的经验,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治理

经验一片空白,同时新中国还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全面封锁、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殊死反抗的威

胁。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共产党人只能以革命话

语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建构以革命话语为主的共产

党人价值观。
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价值语

境,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构共产党人价值观。 在改革

开放中中国始终面临着西方“三论” (文明冲突论、
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的“价值围剿”,比如西方

势力以文明冲突为借口,将中国丑化为世界和平的

“挑战者”;以普世价值理念消解共产党人价值观,
否定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以历史终结论妖魔化共

产主义,遮蔽中国道路的价值意义。 再如西方敌对

势力常以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蛊惑人心,对中

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 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
中国共产党围绕和平崛起建构了一系列意识形态话

语,完成了共产党人价值观的话语重构,开辟了“如
何走向未来的理论通道” [6]。 此外,共产党人价值

观还面临着国内多元文化的价值竞争。 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等不断分化,这
种社会分化带来价值观分化,如新左派思想、保守主

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文化开始泛滥,共产

党人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价
值观碰撞”。 在多元文化中共产党人价值观要生存

下去,在价值观领域取得领导地位,就不得不进行自

我发展和自我更新,从多元价值文化中汲取养分,推
动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时代化发展,提升共产党人价

值观的先进性和话语权。
(三)党的自我发展: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内

在需要

马克思认为,人类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只能从既定的、社会现实创造历史。 同样,在价值观

建设上共产党人也不是随心所欲的,需要从党的执

政目标、执政挑战、党建任务等方面开展共产党人价

值观建设。
首先,共产党面临着党的纯洁性问题。 唯物

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经历着从量变到

质变的发展过程。 建国以后共产党长期执政,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消极腐败、思想堕落、纪律

涣散、损公肥私等党建问题,出现了领导干部争名

夺利、讲究吃穿等现象。 为了提高党的纯洁性,党
中央不得不加强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培养党员

干部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 毛泽东提出:“共产

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 “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

坏分子侵入” [7] 。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市场化、
多元化的转型期,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带来了公

权私用、公权寻租、钱权交易等腐败问题。 贪腐价

值观给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带来严峻挑战,解构

了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价值形象。 面对新的历史

条件和外部环境,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

说为依据,与时俱进地推动价值观建设,建构了

“五位一体”党建理论体系。 习近平提出:“纯洁性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必须通过坚

持不懈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保持与发展。” [8]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价

值观建设的重要方式,以反腐倡廉、从严管党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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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升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
此外,共产党面临着党的先进性问题。 马克思

主义认为,理论要想说服人必须是彻底的,彻底的理

论必须是科学的、先进的、代表人民利益的。 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 70 年是人类社会发展很快的 70 年,在
这种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国际舞台上的许多大党、老
党都因不能紧跟时代变革而纷纷垮台,比如前苏联、
东欧、阿拉伯国家等都发生了政权迭代。 中国的现

代化转型不是西方式的自发转型,而是共产党推动

下的自觉转型,在转型中共产党不仅是领导者、推动

者,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思想领导功能,这意味着共

产党人价值观建设不是被动地“跟着感觉走”,而是

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沿[9]。 胡锦涛在建党 90
周年时提出,党的发展面临着“四大考验” “四大危

险”,必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10]。 习近平指出,一
个政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关键取决于政党能否

保持先进性,能否走在时代前列。 为了提高党的生

命力和领导力,共产党始终将先进性建设作为共产

党人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提高共产党人价值观

的彻底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四)共产党面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问题

党内政治文化是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文化基

础,庸俗政治文化必然影响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党内庸俗政治文化有所抬头,少
数党员“不信马列,乱信鬼神”,盲目推崇“好人文

化”,不讲原则地大搞“圈子文化”,热衷于“拉帮结

派”;有些领导干部将分管领域视为自己的“独立王

国”,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缺乏民主意识、大局意

识等。 为此,党中央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新时

期党建工作的新命题,以党内政治文化培育推进共

产党价值观建设。 习近平提出,要培育风清气正的

党内政治文化,创新和发展共产党人价值观[11]121。
党的十八大后开展了整治“四风”、“三严三实”、反
腐倡廉等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净化了党内政治文化

生态。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方

法原则

从唯物史观看,变与不变是对立统一的,事物的

形式、表象、内容等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事物的发展

规律却是不变的。 在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中,虽然

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内容和形式在不断变革,但其价

值立场、价值主体、方法原则等却没有变化。 所以在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时,应把

握其原则、目标、理论依据、基本宗旨等不变的“基
本面”,透视共产党价值观的内在本质。

(一)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基本原则

建国 70 年来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理想、
马克思主义原则、为人民服务立场、集体主义取向,
围绕这些基本价值原则开展价值观建设,发展共产

党人价值观的理论、内容、目标和方法等。
首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党是以共产主

义理想为价值信仰的政党,自建党以来共产党从未

放弃过自己的价值信仰,始终围绕共产主义理想建

构共产党人价值观。 比如共产党将共产主义理想与

中国建设实践融合在一起,创造性地将共产主义理

想分解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种形态,提出了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共同富裕的初级理想,以共

产主义理想回应了“历史终结论”的价值挑战。 再

如共产党始终坚持公有制原则不动摇,始终以公平

正义原则推动民生建设、分配制度改革等,这些都体

现了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守。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建国以来共产党

以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学说和价值信仰,推动党内价

值观建设,培育了邓小平理论、新发展理念等理论成

果。 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停留在理论层

面,还体现为一种实践原则和行为准则,从而确保了

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

改造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再到十八大以

来的“四个全面”战略,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立场和原则。
再次,坚持执政为民原则。 建国 70 年来共产党

人价值观建设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在
价值观建构中回答“究竟是谁的价值观”,明确了共

产党的价值主体性。 在为人民服务中回答了“究竟

是为了谁的价值观”,凸显了共产党的价值实践性。
在党群关系上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性原则,将
执政为民作为价值立场,将群众路线贯彻于政策制

定、利益分配、民生建设等方面,体现了“民有所无,
党有所应”的执政为民理念。

此外,坚持集体主义思想。 党的奋斗目标、政治

追求等均体现了集体主义原则。 特别是建国初期的

建设实践更是将集体主义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在一

起,在最大程度上彰显了大公无私、舍己为国的集体

主义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一大二公”“平均主义”
等淡出历史舞台,但集体主义并未因经济转型而淡

出共产党人价值观,而是作为一种道德取向和价值

原则融入社会生活,比如政治层面的“集中力量办

大事”、经济层面的“共同富裕思想”等都体现了共

产党人的集体主义原则。
最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文革”以后一些党

员在价值观问题上产生了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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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

评价言论和行动对错的基本标准,从而为社会主义

建设确立了指导思想,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共产党

人价值观建设提供了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共产

党人价值观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都与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密切相关。
(二)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主要方法

建国 70 年来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
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时代语境

中共产党始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了共产党人

价值观建设。
首先,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开展共产党人价值观

建设。 实事求是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具体

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从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出发制

定政策和路线,反对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 在共产

党人价值观建设中,实事求是发挥着方法论的作用。
邓小平就提出,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

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发展

政策、改革方针等,丰富了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思想

内容。
其次,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开展共产党人价

值观建设,对共产党人价值观进行“制度物化”。 共

产党人价值观建设并不是纯粹哲学思辨的理论问

题,而是一个关系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效果的实践

问题。 所以共产党人始终将价值观建设问题当成实

践问题,将“理论如何转化为物质力量” “理想如何

改变现实”“应然如何塑造实然”等作为价值观建设

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价值观建设和制度建设相耦

合。 比如建国初期党中央就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将
其转化为党的组织纪律、行为规范等。 改革开放以

后,党中央不断推进法治建设,推动 “价值制度

化” [1]585,党中央大力推动党的组织、作风等工作的

制度化建设,将共产党人价值观转化为能够自如运

行的工作机制。
(三)以与时俱进的方式创新共产党人价值观

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决定了共产党人价值

观是动态的、开放的、实践的价值体系,需要随着时

代变革而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否定,而改革创新、与
时俱进是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实践路径,也是共

产党人价值观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以

来共产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创新共产党人

价值观的内容和形式。 比如共产党人在价值观建设

上并不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还不断从异域

文化、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实现共产党

人价值观对建设实践和改革发展的价值引领。 共产

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学说和价值信仰,推动党内

价值观建设,培育了邓小平理论、新发展理念、全面

从严治党等理论成果。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话

语内容

从唯物辩证法看,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本质不是

僵化不变的理论,而是改变世界的实践,是与时代发

展和社会转型相结合的有机生命体。 马克思说过,
“人们把它(社会主义)当成科学来对待……研究

它” [12]。 共产党人不断推动价值观发展,实现了从

“革命”到“发展”的话语转换,创造了为人民服务、
“三个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等理论新成果。

(一)建国初期 30 年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话

语内容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
两者的辩证关系影响着人类社会变革。 从这一理论

维度看,建国以后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在
价值观建设上遇到了许多新挑战,如“部分同志革

命意志衰退”,“闹名誉,讲究吃穿” [13]284,甚至认为

“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就应当享受清福,舒服

两天”。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围绕实事求是、为
人民服务、共产主义理想等开展价值观建设,建构了

革命话语的共产党人价值观。 从总体上看,建国初

期共产党人价值观包括实事求是的价值理论、为人

民服务的价值宗旨、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三个世界

理论、独立自主思想、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法等话

语内容。
首先,实事求是的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主

义变为科学,就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

上” [14],实事求是就是以物质第一性原理为依据的

唯物辩证法思想。 在建国初期 30 年里,党中央以实

事求是为指导原则,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

实践等,建构了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价值观。 但由

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新挑战缺乏充分了

解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加之革命主义激情尚未消退,
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实事求是

的行为。 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路线重

新回归,成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主要话语内容。
其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宗旨。 为人民服务是

一种社会的本位价值,它是由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

的,建国以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经济体

制,在价值观层面则确立了以劳动和奉献为价值内

核的为人民服务思想。 建国以后共产党人始终以为

人民服务思想指导价值观建设,培养了雷锋、王进喜

等舍己为公的典范,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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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工作、平实的生活。
此外,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 建国初期 30 年是

充满革命理想的 30 年,毛泽东多次提出,社会建设

不能脱离大目标,不能背弃共产主义理想[13]174。 为

了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

了伟大的建设实践,建构了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价

值话语,为共产主义与建设实践的成功结合进行了

有益尝试,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等社会主义建设理

论,推动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融合,为
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积累了经验。

最后,建国初期毛泽东等领导人还对国际关系、
发展理念、唯物辩证法等作了许多阐述,提出了三个

世界理论、独立自主思想、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法

等。 比如三个世界理论是指美苏是第一世界,日本、
欧洲等属于第二世界,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

三世界,它为无产阶级和受压迫民族团结一致提供

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思想是共产党在抗

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也是共产党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建国初期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和外交

政策,并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就。 重点论和两点论

的辩证法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方法原则,基本内涵

为处理问题时应当辩证看待主与次、局部与整体的

辩证关系,不仅要抓住问题的重点和关键,同时还应

当兼顾全局。
(二)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话

语内容

唯物史观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

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发展的根源也深藏于经济的

事实之中。 如果说建国初期 30 年共产党人价值观

以“革命”为话语内容,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人

价值观就是以“发展”为话语内容的。 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进入崭新的转型期,共产党以改革发展为价

值观建设的话语内容,推动了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发

展。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 30 年共产党人价值观建

设可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话语内容主要为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非常重视共产党人价值

建设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摆脱“两个凡

是”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正确

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此后解

放思想成了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面对价值

观上的是非对错问题,邓小平以言简意赅的方式概

括了“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其中发展生产力是

价值判断的首要标准,提升综合国力是价值创造的

具体表现,改善人民生活是价值实现的根本标准。
这些拓展了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价值范畴,也为党的

治国理政提供了价值标尺[15]。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

时从“社会主义是什么”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两方

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提出解放生产力、消除两极

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等共产党人价值观。 此外,面对

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

代主题,从国际视野明确了共产党的主要任务;面对

改革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要求党员干部在抓经济建设

时不能忘记精神文明建设[16]。 总体上看,在改革开

放初期,邓小平从思想建设、党的任务、国际背景、执
政方式等方面发展了共产党人价值观,对改革开放

新时期共产党人的价值任务、价值目标、价值矛盾等

进行了探索。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

构及阶层等都发生了变化,利益结构、就业方式、市
场主体等变得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代表谁的利

益” “如何保持先进性” 等价值观问题浮出水面。
“人们生活在不以自由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中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17],社会生

活的变革必然影响党的价值观建设。 江泽民以马克

思主义价值观为理论依据,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等

老一辈革命家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 比如江泽民

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等唯物辩证法思想为基础,进
一步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原则,丰富了共产党人

价值观的方法原则。 江泽民梳理党建经验教训以及

新时期党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三个代表”,明确

了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实践方式和价值要求[18]。 “三
个代表”将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建设先进文化

等融入共产党人价值观,丰富了共产党人价值观的

内涵。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出现

了许多弊端,“以 GDP 为中心” “见物不见人”等问

题日渐凸显,为了解决发展模式问题、回归执政为民

的宗旨,胡锦涛以马克思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以人为

本的科学发展观[19],确立了社会发展中的“大写的

人”。 从总体上看,科学发展观涉及科学的自然价

值观、科学的社会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观等方面,
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科学

论述,丰富了共产党人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比如胡

锦涛将民主、法治、公平等价值理念融入共产党人价

值观,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拓展了共产党人价值观问

题域。
(三)新时代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话语内容

“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

定的、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的” [20],理论要成为改

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就需要以现实为出发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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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地展开”。 如果说解放思想的真理标准讨论是

现代化转型的应然要求,那么初级阶段论就是共产

党人对现代化转型的实然把握。 次贷危机后中国经

济增速放缓,经济和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内主要

矛盾也发生重大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合时宜,人
民群众对公平、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以创新党内政治文

化为出发点,推动了共产党人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新

阶段“合事实”的逻辑展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就是共产党人价值观在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

逻辑展开。 新时代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取得伟大成

就,党中央以经济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等

为出发点,从政治、文化、社会、国家治理等方面推动

了共产党人价值观内容的发展,由于篇幅有限,只能

对新时代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话语内容进行简要

阐述。
第一,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 共产党人价值观决定着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路
线纲领、党内政治文化走向等。 如果共产党人价值

观偏离正确方向,那么党内政治生活中官场文化、贪
腐文化等就会蔓延,脱离群众、慵懒无为、奢靡之风、
腐化堕落等不正之风就会泛滥。 十八大以来共产党

人价值观建设以党内政治文化、反腐倡廉、从严治

党、人民主体性等为话语内容,体现了新时期社会发

展的新要求。 在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上习近平

指出,党内政治文化取决于共产党人价值观,如果共

产党人价值观缺乏生命力,党内政治文化就会萎靡

不振[11]21。 面对价值观建设的种种问题,习近平提

出,培育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核

心内容,也是推动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支撑[11]88。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各种腐朽政治文化有

所抬头,给党内政治生态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习近

平提出,应与党内腐朽政治文化做斗争,反对圈子文

化、贪腐文化等。 在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中习近平

还提出,应当将反腐倡廉作为培育共产党人价值观

的重要抓手,推动依法治党、从严治党,严惩贪污

腐败[8]。
第二,提出人民主体性原则,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 共产党人价值观以忠于人民、清正

廉洁等为价值规范。 习近平在重大场合多次论及

“忠诚老实、清正廉洁的价值观” [11]88,对共产党人

的政治品格提出新要求,从为民、务实、清廉等方面

拓展了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还指

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执政为民,不管何时都

不能忘记以民为本的“初心”,应当坚持人民主体性

原则,以忠诚老实、清正廉洁的态度践行党的宗旨。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

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增加,在这种情

况下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矛盾进行了重

新定位,提出了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目标。 习近平提出,人民热爱美好生活,期盼更好的

教育、医疗等,更满意收入、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生
活环境,我们要将这些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中

央将精准扶贫、全面协调发展、供给侧改革、社会治

理创新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这些都推动了新时代

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创新发展。
第三,规划美丽蓝图,建设美丽中国。 在社会主

义新时代共产党人绘制了美好蓝图,提出了伟大的

“中国梦”。 比如党的十九大将人民幸福作为党的

重要奋斗目标,将“美丽”一词写入党章,使“美丽”
与“富强”“民主”等一样,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

标,建构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目标体系。 同

时,党的十九大对建党 100 周年和建国 100 周年的

奋斗目标进行了细化,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丽中

国、生态文明、幸福生活有了新期待,党中央积极顺

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与时俱进地提出,推
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开展生态治理等新思

想、新理念,并将建设健康中国提上新日程,大力推

动大众健康、食品安全、群众体育、大病医疗等工作,
为共产党人价值观增添了新内容。

第四,“四个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
个自信”,即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 在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会议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四个自信”思
想,将文化自信放到了与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同等

重要的位置,增强了对中国发展的自信心。 在“四
个自信”思想中,习近平突出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

要性,拓展了共产党的文化视野,也丰富了共产党人

价值观的内容。
第五,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提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丰富了

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体现了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中

的新认识。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社会治理、
市场治理、军队治理、政府治理等多方面内容的庞大

工程,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必将能够让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
第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在社会主义

新时代中国已深深嵌入全球生态体系,成为数一数

二的全球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肩负着促进世界

和谐发展的重要使命。 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与

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包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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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 2017 年习近平发表《携手建设更加

美好世界》的重要讲话,提出建设美好世界的新理

念,并论述了美好世界的主要内涵,如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共赢发展、开放包容、生态文明等。 这些进

一步拓展了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内容,体现了共产党

人对人类命运和发展的普遍关切[11]78。
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的重要途径,它直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长远发

展。 习近平提出,价值观是人的思想的“总开关”,
价值观建设直接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和长远发

展[11]78。 建国 70 年来共产党人始终将价值观建设

放到重要位置,推动共产党人价值观的话语转换和

内容创新,为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鲜明思想指导。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借鉴建国 70 年来价值观建

设的经验,顺应世情、国情、社情、党情的发展需要,
进一步推动共产党人价值观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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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YAO Bing-yang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129,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values of the Communist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
g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principles of method and the content of dis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s of the Communists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i-
deological competition,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partys self-development, etc. Taking ruling as the people as the basic value
purpose and communism as the ultimate value goal, th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from “ revolution” to “development” has been real-
ized, and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s such as serving the people, “three benefits” and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in
an all-round way” have been created.

Key words:　 communist values;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discours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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