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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

刘先江,刘　 静1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征程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保障。 回顾百

年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境遇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经验主要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必须始

终坚持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始终坚持抓住“关键少数”领导干

部这一关键、始终坚持健全党内规章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强化监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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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
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

首要任务。” [1]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新时代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命题,是我党走过百年历史征程

彰显的独特优势。 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建设一个团结统一

的政党,才能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在极

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
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 [2],才能取得一个又一

个伟大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 历史经验既是历史规

律作用的成果,又是历史规律的具体体现。 当前,我
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继续坚持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宝贵经验,对于牢固树立“两个维护”的理论

自信和行动自觉,从而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

为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和时间检验的朝气蓬勃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回首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其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　 必须始终坚持把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建设作为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前提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理想信念的

认同与自觉践行是党中央权威的深厚基础,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建

设。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

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
会得‘软骨病’” [3],就会失去健康的体魄和强大的

灵魂,党员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难以

汇聚力量,经受不起任何挫折。 只有加强对党员的

理想信念教育,使之对党中央权威产生价值认同,坚
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才能使全党如同众星拱月

一般,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

奋斗。 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党的灵魂,是立党

之本、力量之源。
“革命理想高于天”。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初期

就十分注重理想信念教育,有计划、有组织地借助讲

习所、报刊、工人学校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反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深入批判,从
而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坚定了党员的理想信

念。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



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4] 在古田

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

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并提出了

“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
科学化”的命题,有效强化了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

的理想信念,提高了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的革命战

斗力,维护和巩固了党中央权威。 在抗日战争时期

开展的整风运动,通过自我教育、重塑肌骨,用无产

阶级思想清除党内错误思想倾向,将全党紧紧团结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下,巩固了党中

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

之后,在党的建设中,中共中央在颁布的《关于整顿

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和
《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等文件中,都对共产党

人理想信念教育做出了具体规定,对党员的思想行

为规范做出了严格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面对日益

复杂的环境,党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

工作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曾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

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

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5]110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

必须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
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推动全党

同志真正把理想信念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基础上。” [6]并大力开展“三讲”教育,对党员干部

加强党性党风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 以胡锦涛同志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并将其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有
效加强了党员干部思想建设。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干
事创业精气神足,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强,就
可以创造出很多人间奇迹” [7]。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

任务。” [1] 并大力倡导党员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读经典著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自

上而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两学

一做”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而

进一步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增强了党员干部的理

想信念和政治认同,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
实践证明,党中央的权威来自于崇高的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 因此,只
有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筑牢信仰之基,培育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党中央权威的高度认同,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　 必须始终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旨归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人

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是党中央权威得以树立和维护

的重要根基,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以实现的根本

原因。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不同,“党是阶级的

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 [8],
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体。 中国共产党深深扎

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最根本的价值遵循。 当前,
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全国人民,带领全国民众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担,其
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

与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 这是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逻辑。
在革命战争时期,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

民群众的翻身解放。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

文中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 [9]511 周恩来同志曾说:“不怕战争失

利,最怕战争失去了人心,失掉人心,就是万劫不复

的。” [10]因此,党从广大农民的需求出发,打土豪分

田地,坚决开展土地革命,同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

性需求。 从而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树立了

党中央的权威。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带领人民

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夺取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
思想上和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

程中,毛泽东同志同样强调党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

心,他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

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11]因此,党的一切方针路线的

确立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确保人民

当家作主,不断为人民群众谋幸福。 改革开放以来,
基于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

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

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12]

等需求,党积极践行“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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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积极有

效地制定和实施各种惠民利民措施,合理分配各种

社会民生资源,做好扶贫攻坚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

难,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拥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

发展。

三　 必须始终坚持把遵循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作为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势所在。 坚持

民主集中制,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

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样才能正确

处理党内可能出现的分歧,防止全党不齐心、不齐力

现象的发生,彻底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 当然,坚持

民主集中制的前提是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听取党员

的意见,在民主的基础上去进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

中央的领导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

使得党中央权威能够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深刻认

同,才能切实推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

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建

立之初,虽然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没有做明确

规定性的文字说明,但是,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

原则在一大党纲中已经开始显露,例如在全党建立

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

的监督和指导。 经过一年多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

党对于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三个服从”原则,即全体党员

必须绝对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少数绝对服

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随着革命实践的推动,中国

共产党对于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必

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鉴于红军长征

途中张国焘无视民主集中制,漠视党内政治纪律,另
立第二中央的错误决定和王明不尊重党中央的错误

行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

告中重申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并在

党的七大写入党章。 1945 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

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全面的阐

述和详细的规定,并在实践中积极践行,从而进一步

巩固和维护了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为夺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建国后,195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

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

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
以加强党中央对基层党组织及政府系统的集中统一

领导。 此后,1954 年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民主集中制

的地位和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原则,并根据民主

集中制的原则对高岗、饶漱石等人分裂党中央的行

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1956 年党的八大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准确地表

述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这

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

主” [13],并将其写入党章。 遗憾的是其后文化大革

命的爆发,使得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党
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遭遇了重大挫折,这
一教训必须始终吸取。

改革开放后,党重新认识到坚持民主集中制对

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 认为“民主集中

制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是最便利的、最合

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 [14],“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

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

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 [15]272。 1980 年,十一届五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范

了党内的民主政治生活,民主集中制的实施更加具

体更加科学。 1982 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完善补充

了民主集中制的六项基本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

建设上的体现” [16],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统一,凝聚力

量的关键所在,它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

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

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

一” [1],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坚决践行“两个维

护”,防止损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种

错误倾向,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总之,中
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发展史就是民主集中制成熟完

善的发展史。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持和

维护,得益于始终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充分

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从而团结统一全党的思想

和行动。

四　 必须始终坚持把抓好“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作

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节点

“为政之要,莫先乎人”。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必须要严抓“关键少数”领导干部。 这

是因为“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在全党中处于重要的

位置,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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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关键作用,其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直接影响到党

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和执行、整个肌体的健康、活力和

生命。 如果“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不坚

定,责任落实不到位,甚至不遵守党纪国法,不仅会

造成个人的堕落,还会带坏一批党员干部,破坏党组

织的和谐统一,严重败坏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 因此,只有“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将党中央权威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发挥领头羊作用,更好地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中,无数优秀的

党员领导干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共产

主义理想信念的激励下,不折不扣地践行党中央的

路线方针政策,以身作则、无条件服从党中央的决

定,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正是由

于这些“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普通

党员和人民群众才会发自内心地信服和认同,党的

号召才有力量,才能经受起生死考验,取得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奇迹。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在各历史时期,也存在个别“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违

背党的基本原则,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 如张国焘

“另立中央”;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刘青山、
张子善的贪腐案件;林彪、四人帮的反党集团以及周

永康等人的利益集团。 他们给党的形象造成了消极

影响,严重破坏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因

此,必须吸取教训,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正如毛泽

东同志在做出对刘青山和张子善处以极刑的指示时

所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
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

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

部。” [17]这充分说明只有抓好“关键少数”领导干

部,牵好牛鼻子,才能树立良好的榜样,带领全体党

员增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自觉性,在党内形成清明

良好的政治生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管好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重要性,“党要管党,首先是

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

管理干部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 [18]。 “从严

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
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 [19]。 2015 年 4 月以来,以县

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开展了“三严三实”、“两学一

做”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要求领导

干部 “继续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成为全党典

范” [20],在“两个维护”方面做出表率,充分发挥领

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折不扣地把党中央的各

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党的发展史从正反两个方面

充分证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
须要严抓“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使之始终与党中央

同心同力,同向同行。

五　 必须始终坚持把健全党内规章制度作为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保障

“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 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对于全面推进从严

治党发挥着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 只有

坚持健全党内规章制度,才能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的各项决定,从而更好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也努力通过健全党内

规章制度来保障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

二大通过的党章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由此拉开

序幕。 1938 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

志首次明确提出从制度上建党的重大问题,并强调

“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

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9]528。 同时

六届六中全会还颁布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

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 《关
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多个文

件,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坚实

的制度基础。 1945 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同志

再次强调了依据党章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的重要性。 1948 年,党中央依据革命形势的需

要,提出恢复建立党委制,并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

体领导、防范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21]。 同年,
中共中央对各级党组织做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

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全党克服无纪律、无政府

状态及地方主义,以达到党的政策和纪律的完全统

一。 请示报告制度的制定,对于切实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保
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做了重要的政

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规章制度越来越规范,越来

越成熟。 诸如组织生活制度、民主生活制度、汇报报

告制度、领导人员谈话制度、党内监督制度、集体领

导和分工负责制度等等,这为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

中央权威提供了有力保障。 针对文革中破坏法制,
人治盛行,党中央权威弱化,党的领导被架空的情

况,邓小平同志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 [15]378,要
“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5]379 也正如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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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所指出,“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

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 [23]。 此后,《中国共产党

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备案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依

次出台,党内“两个维护”制度的“四梁八柱”逐渐形

成,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重要

的制度保障。

六　 必须始终坚持把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作为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路径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重在严肃纪律,重在落实执行。 严

明党的纪律,光靠党员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

强化监督、铁面执纪,对任何违法违纪行为严肃问

责,才能确保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发挥有效作用。
历史证明,监督执纪问责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的重要路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以

“一切行动听指挥”为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保障了全党全军的高度统一。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上,毛泽东同志强调严抓纪律的意义,指出纪律是执

行路线的保证,而纪律的维护必须依靠监督。 1927
年,党的五大修订的党章中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

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

央及省监察委员会” [24],并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作

为党内纪律检查机关,负责全党的监督检查工作,对
一些违纪的党员进行严肃教育与问责。 随着监督的

不断强化,一些危害党的权威的领导干部,例如谢步

升、黄克功等被严肃处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

志针对党内出现的不良风气,严抓党内纪律,同时坚

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将党内监督和

党外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并对其工作任务、职权范围和机构设置给予了明确

的规定,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了

重要作用。 1979 年,党中央下发《关于迅速建立健

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的意见》,要求全国县级以上

党委都要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六大进一步提出

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巡视制度,成
立专门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加大了执纪监督

问责的力度。 十八大以来,对于纪律建设愈加重视。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

政治纪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

律这根弦,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不含糊,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25],强化监

督,铁面执纪问责,坚持惩治和预防相结合的原则,
“苍蝇”“老虎”一起打,惩治少数,震慑和教育多数,
真正使纪律成为“高压线”。 从 2016 年开始大力试

点实施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2018 年 3 月 20 日全

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使我国监

督执纪制度建设迈入了新的时代,也必将更有效地

维护好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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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LIU Xian-jiang,LIU J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remain invincible in the Centennial historical journey. Looking back on the glo-
rious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the CPCs basic experience in firmly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lways adher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ideals and beliefs, always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always adhering to th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
tralism, always adhering to the key of the “key minority” leading cadres, always adhering to improving the partys rules and regula-
tions, and always adhering to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basic experience
(本文编辑:刘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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