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意蕴、时代价值和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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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自觉能动改造社会过程中展现出的优秀精神

品质,是百余年来党带领人民跨越艰难险阻、创造历史伟业的制胜法宝,也是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内在要求。 它

蕴含着党主动求真的科学精神、贯彻群众路线的主体精神、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和顽强拼搏的实干精神。 在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历史主动精神不仅是党强化使命担当、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是党应对风

险挑战、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要求,也是党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新征程中,必
须在加强理论武装、总结历史经验、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改革创新、勇于自我革命中继续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主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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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
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1] 增强历史主动就需要

坚持和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增强历史自觉、掌握历

史主动而逐步形成的精神品质,是中国共产党屡屡

迎难而上并夺取胜利、开辟美好未来的精神密钥。
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

进性的重要法宝,是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有效应对

风险挑战、掌握历史主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继续前进的必然要求。 因此,厘清历史主动精神

的理论意蕴、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具有重大意义。

一、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意蕴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认识并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的基础上,自觉能动改造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优秀

精神品质,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蕴含着党主动求真的科学精神、贯彻群众路线

的主体精神、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和顽强拼搏的实

干精神。
1.主动求真的科学精神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主动求真的科

学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结合具体时代背景与实践要

求,科学判断历史走向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 对理

论的探寻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注重在主动

求真基础上发扬主动求理精神。 “理论的生命力在

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神圣职责。” [2]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

艰辛求理过程中以理论创新把握历史主动, 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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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中国发展大势的基础

上,结合新的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并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共产党思想

建党、理论强党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

极被动的。” [3]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发扬历史主动精

神,在求“真”求“理”中揭示历史规律、创造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也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把握历史大势,从而精准识变、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历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把握历史主动,开辟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星

火燎原之势,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艰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

程中,始终保持着积极主动的态度,通过不断总结经

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

设理论和方针政策,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

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敏锐洞察时代

发展潮流,精准把握历史前进脉络,毅然作出了改革

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

展。 进入新时代,党精准研判世界格局变化,通过一

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

列标志性成果。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制天命

而用之”的智慧与担当,在求“真”、求“理”、求“变”
精神的指引下,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

宏的史诗。
2.贯彻群众路线的主体精神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

发挥群众创造精神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法

宝。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

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

觉行动。” [4] “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

想和活动。” [5]286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真正

的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

性,阐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
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 “民为贵”
等民本思想不谋而合,民本思想的深厚积淀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 百余

年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

主体思想,汲取并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

本智慧,始终秉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精神,以实

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为己任,以发挥人民力量、重视人

民利益为准则,充分调动和激发了人民群众发挥推

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作用的热情。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人民力量的发挥。 毛泽东

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 [6]在革命年代,党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和宣传教

育,唤醒了民众的革命热情。 在党的带领下,中国人

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迎来了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是社会主义建

设与改革的主体力量。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

工人靠“人拉肩扛”的方式搬运设备,用“盆端桶提”
的方法保证生产,使中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举动,打破了集

体经济“大锅饭”的分配体制,开启了农村土地改革

的帷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邓小平指出:“我们无

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要执行群众路线。 离开

它,什么事情都干不好。” [7]这极大地肯定了人民群

众的创造力量。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

出发展要依靠人民,他强调:“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

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积聚力

量,由人民来共同完成。” [8]

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遵循。
从抗日战争时期秉持民族大义,凝聚全体中华儿女

力量抵御外敌;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广大新解放区域

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土地及其封建财产,无
偿分配给穷苦农民;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

力发展工业、农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共产党

始终关注人民切身利益。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的

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

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

私利可言。” [9]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党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上升为党

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将“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标准。 党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至上是作出正

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

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

策。” [10]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

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到坚决抗击新冠疫情、切实守

护人民生命安全,再到实施《民法典》、构建全方位

民事权利保护体系,无不彰显着党对人民利益的重

视,对贯彻群众路线的主体精神的践行。
3.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取也,故日新。 进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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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推进中华民族不

断前进的动力之源。 凭借着熔铸于民族血脉的进取

精神,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
机遇面前敢于担当、主动出击,在困难面前不畏艰

险、迎难而上。
中国共产党精准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在重要机

遇前主动担当、敢为人先。 无论是改革开放征程的

开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还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双碳”战略的制定等,无不展现着历

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洞察和对历史机

遇的主动出击。 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背景下强调的“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

济” [11] ,江泽民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提出

的“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

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 [12] ,都充分展现了历代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主动把握历史机遇的敏锐度。 进

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多次提到“我们

面临着重要机遇” “中国要抓住机遇” “我国发展仍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等重要论断,为中国共产党

人在新时代奋发有为、把握机遇提供了指引。
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性

格特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历了革命时期

的大革命失败危机、白色恐怖的围剿危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面临的各类复杂治理难

题,经历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曲折过程,经历了从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到抗击

新冠疫情等严峻问题的挑战。 面对这重重艰难险

阻,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抓住关键矛盾的基础上,
以知难而进的勇气与智慧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主动

在困难面前开顶风船,经受住了诸多重大困难与风

险的考验,最终以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带领人民创

造了百年伟业。
4.顽强拼搏的实干精神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

题在于改变世界。” [5]506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对

传统解释哲学范式的革命性超越,以改变世界为价

值指归,而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正是实践。 实践第

一、真抓实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一代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与行动准则。 伟大历史主

动精神内蕴着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实践、顽强拼搏的

实干精神。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借着这

股出实招、务实功、求实效的实干精神,创造了人类

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 实干精神是在长期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

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成绩的精神密钥,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实干不是蛮干,是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探索恰当的方法,是在问题的

症结部位寻求实招。 回顾党史,中国共产党人在遇

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向来以实践为导向,把脉

问诊,找出症结,继而精准施策化解难题。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

业绩。” [13]实干意味着要在完成时代赋予的各项任

务中真干事、务实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一批批科研人员隐姓埋名、日夜攻关,到新时代数百

万名党员干部赶赴贫区、精准扶贫,无不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全力以赴、真抓实干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

正是将这股干实事、真干事、务实功的韧劲化为行动

上的主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辉煌成就。
实干意味着要求实效、出实绩,是对“干成事”

的主动追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余年来,我国

经济领域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经济大国的

华丽转身,科技领域实现了从落后到先进、从跟跑到

领跑的历史性跨越,生态领域实现了从生态脆弱、环
境恶化到生态改善、绿色发展的重大转变,这些跨越

式发展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落“实”戒“虚”、精准

发力,从而求得实效的结果。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

人正是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

坡的拼劲在各项工作中自觉树立高标准、严要求,坚
持目标导向,以顽强拼搏、善作善成的实干精神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二、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

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但距

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越近,面临的难题、阻力、风险挑

战就会越多、越大、越严峻。 新时代,继续发扬历史

主动精神不仅是党强化自身本领的需要,是党应对

新的赶考路上各类风险挑战的需要,也是党继续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1.强化使命担当,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

动力

人无精神则不立,党无精神则不兴。 历史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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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证明,战胜艰难困苦不仅是物质的角力,更是

精神的对垒。 李大钊曾指出:“历史的道路并非全

是坦途,当急流险弯悄然而至时,雄健的精神是冲过

去的强大力量。” [14]踏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比以往更加艰巨的任

务。 只有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才能赢得未来发

展的主动。 新时代,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能够激发中

国共产党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为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兴党强党,增强党的历史自觉,更好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在新的重要关头战胜艰难险阻,取得更大成

就而助力。
“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

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15]

提升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保持自身过硬、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目前,党内依然存在个别党员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
遇到问题绕道走的情况。 可见,共产党员的党性修

养不是因时间累积而自然保持的结果,也不是因党

龄增长和职务提升就会随之提高的结果。 历史主动

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淬炼而成的优秀精神品

质,能够为党员的思想淬炼提供不竭源泉,使其在潜

移默化中深化政治自觉、锤炼党性修养,进而为兴党

强党注入持久动能。 因此,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理应

成为共产党员的毕生追求,广大党员要拥有随时准

备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决

心与勇气,这样才能规避“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

情况。
2.应对风险挑战,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要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一百多年来党之所以能

跨越一个个险滩,夺取一个个胜利,并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离
不开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 它是

党创造百年辉煌成就的精神利器,也是党应对风险

挑战,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要求。
当前,我国已全面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新征程。 从国内方面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任务正处于关键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仍较突出,思想文化领域多元激荡持续深化,改革发

展稳定面临系统性压力测试。 从国际方面看,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在通过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贡献中国方案从而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号召

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关税壁垒、技术脱钩、外交围堵

等单边主义抬头对我国全方位遏制的持续升级。 但

综合分析,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重塑期。 在

这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境地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是党应对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

略要求。 党必须提升自身应对新风险与新挑战的主

动性与科学性,增强自身本领,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这一方法论,探寻历史发展的本质,从而更

清晰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更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

规律,做到科学识变、主动应变,以更为主动的精神

力量担当作为,破解前进路上遇到的一切风险挑战。
3.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保障

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民族复兴,将
中国人民从近代深重苦难中带向繁荣昌盛的新时

代,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带领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 这一根植于中国大地的伟大事业始终以人

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归,是科学社

会主义的中国实践。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不是在

自己选定的条件下随意地创造历史,而是在从过去

继承下来的、既定的、直接碰到的条件下创造历

史。” [16]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态性与连续性决定了中

国式现代化也具有动态性与连续性。 它作为面向未

来的事业,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中发扬

历史主动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唯

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一条内在的一般规律,支
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 表面上看,有些历

史事件似乎看起来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这种偶

然性始终受制于内部隐蔽着的规律。 当人们找到了

事物内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

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

分娩的痛苦” [17] 。 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人是

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继续发扬历史

主动精神,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主动作为

是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继续

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探索事物内在规律的基础上

主动作为,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进而推动这一伟大

事业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推动社会历史继

续发展。

三、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发扬历史主

动精神,乘势而上,砥砺前行,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 [18]中国共产党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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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奋斗历程也是党不断加强理论武装、注重经验总

结、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改革创新、勇于自我革命,从
而掌握历史主动的过程。 迈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新征程,党必须继续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始终牢

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在新的

历史大势中更好地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历史主

动,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1.加强理论武装,在回答时代之问中弘扬历史

主动精神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马克思、
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立了系统的科

学理论体系,并强调了这些原理的使用必须随时随

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实践的发展变化必然

带来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任何滞后于实践的理论都

难以焕发活力,也没有价值和前途。 一百多年来,中
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总是能够牢牢掌握历史主动,最
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能在探索时代新课题、回应人类

社会新挑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的创新。 理论作为

一种历史的产物,理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拥有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
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1] 最新的适应时代与

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推动党掌握历史

主动的强大力量。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新实践

为背景、以新问题为导向、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为后盾,在新的赶考路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是夺取历史主动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续写百年

芳华的思想源泉。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也要跟进一步。

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

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

斗力量。” [19]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全党,是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的重要一环,是党进一步取得历史主动的关键。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共产党人就要不断加强思想理

论武装,持续更新自身的理论体系,储备理论势能,
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在思想深处扎根、烙印、留痕。
在理论学习中既要系统钻研基础理论,学通悟透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

涵,又要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要求进行有针对

性的重点学习、深入思考,实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统一,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

发展。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因无以知事论断。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理论创新的同时注重用最新理论武装头脑,注重

根据新实践研判新形势、开创新局面,这一过程也是

真理力量发挥作用的过程。 弘扬历史主动精神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增强共产党人运用理论的坚定性,从而锤炼看家本

领,主动根据新实践、新问题,运用相关理论研判新

形势,实现新作为。
2.注重经验总结,在把握历史规律中弘扬历史

主动精神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教科书和营养剂,它记载

着文明兴衰、朝代更迭,凝结着前人的实践智慧、成
败得失。 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是解码时代

课题、锚定未来航向的智慧密钥。 百余年来,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次跨越“娄山关”“腊子口”,其
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

力量。
注重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1945

年,党系统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经验教训,
廓清了革命方向,破除了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

响。 1981 年,党系统审视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历程,
提炼出了十条规律性认识,为改革开放战略布局奠

定了理论基础。 2021 年,党全面总结了“十个坚持”
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历史被

动走向主动的深层逻辑。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深入回溯与剖析历史,
系统总结经验、深刻反思教训,精准揭示了历史规

律、把握了历史主动。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

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

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20] 总结

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百

年辉煌业绩的重要法宝,它要求我们“坚持正确党

史观、树立大历史观,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 [21] 。 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应警惕

各种暗流涌动的错误思潮的入侵和影响。 特别是历

史虚无主义,妄图通过歪曲革命历史、诋毁英雄人

物、割裂历史发展脉络等方式,否定党的领导,消解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瓦解支撑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在此背景下,弘扬

历史主动精神,就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

遵循,系统地观察历史、认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在
长时段、宽视野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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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历史虚无主义的诡谲面目,廓清思想迷雾,捍卫

历史本真。
历史之中有营养、有智慧。 通过“复盘”历史,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经验中提炼智慧,在教训中校准

方向,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中推进实践发展。 弘扬历

史主动精神就要注重系统梳理、科学概括,主动赓续

历史经验,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从而更为

主动地把握历史规律,着眼发展大势,发挥主观能动

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
3.坚持人民至上,在满足人民之需中弘扬历史

主动精神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 “中国共产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2]党

自成立以来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恪守人民立场,
坚持人民至上,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党才能够发

展壮大,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取得百年辉煌成就。 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

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发挥人民创造伟力,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百余年来,为民谋利、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中

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的最大动力。 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带领人民创造

幸福生活。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无疑要继续把握人民

愿望,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 一方

面,要继续关注人民的实际诉求,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去了解人民所思所盼所愿,采取惠民生、暖民心的

举措,以“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

之”为行为准则,持续发挥人民利益捍卫者的作用。
另一方面,满足人民之需体现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上。 全党要主动通观全局,知悉人民对高

品质生活有何期待,观察人民的“喜怒哀乐”,聆听

人民的“肺腑之言”,解决人民的“急难愁盼”,着力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1]人

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是

党进一步克敌制胜的关键,也是党继续发扬历史主

动精神、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要树立

人民的主体地位。 人民是党进一步谋划发展、推动

改革的主体力量,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只

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党才能在新征程上不

断汲取民心、民智与民力,再创发展新辉煌。 广大党

员干部不仅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
时对不足之处进行整改,还要将人民群众置于“阅
卷人”的地位,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党工

作成效的金标准。 另一方面,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人民是新时代改革创新的实践主体,具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 过去的百余年间,人民在每一个历史时期

都贡献了极大的智慧与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百

年辉煌成就的力量源泉。 新征程中发扬历史主动精

神要问计于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大限度激发人

民群众的创造热情,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潜力与

智慧释放出来,从人民身上获取推动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4.深化改革创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弘扬

历史主动精神

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变革精神

和鲜明的创新品质。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资本主义社

会的种种弊端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出社会主义

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 恩格斯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就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不是固定不

变的,要“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23] 。
改革创新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周易》中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大学》中的“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可见一斑。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改革创新的优良传统,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符合

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方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把解决农民问题作为中心任务,创立了农村包围

城市的新路线,带领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

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

社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完成

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比较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

体系,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政治前提,打下了良好基

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和人民在经

过艰辛的探索后找到了“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

关键一招” [18]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大力弘

扬改革创新精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

人民生活总体小康,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保

证,积累了物质条件;新时代背景下,党领导人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新的判断,初
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制定了新的

“三步走”战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清晰的

蓝图。 可以说,改革创新是共产党人百余年来攻无

不克、排除万难的方法论利器。
“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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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24] 深

化改革创新是党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必然要求,是
党继往开来、谱写新辉煌的重要遵循。 新时代弘扬

历史主动精神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中深化改革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

单继承我国历史传统、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论述或简单模仿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就能够实

现的,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实质在于立足当代中

国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在理论创新与道路探索中

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现代化范式,展现出社

会主义制度下后发国家自主型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这就要求党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积极主动地应变、求变。 通过深化改

革创新、与时俱进开辟新未来,赢取新赶考路上的新

机遇。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共
产党人必然会面临不同以往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课

题。 共产党人要牢固树立理想信念,在顺应时代潮

流、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中践行初心使命,不断推进理

论、实践、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以敢为天下先

的进取精神,赢得事业发展的主动与优势,从而创造

更多人间奇迹。
5.勇于自我革命,在推动世界变局中弘扬历史

主动精神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和最鲜明的品格是勇于

自我革命。 《论语》曰:“吾日三省吾身。”自我革命

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省克己的思想。 勇于

自我革命就是要以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

气,主动检视问题发现错误,清除党肌体上的腐肉和

毒瘤,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回望党百余年的

奋斗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党也走过一些弯路,
但是总能在紧要关头扭转乾坤,牢牢地掌握历史主

动,原因就在于党拥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
中国共产党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在整个无

产阶级面前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最终目标就

是要在深刻的社会革命中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党
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实现改造主观世界与

客观世界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

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25] 毛泽东当年在“窑洞对”
时,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回答是民主。 如今党经过

长期探索,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那
就是坚持自我革命。 经过百余年奋斗,党带领人民

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保持坚守

初心使命的历史清醒,越是要坚持勇于自我革命。

“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 [26] 弘扬历史主动精神要敢于刀刃向

内,坚决同一切有损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言行做

斗争,使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坚强领导力量,
为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提供根本保证。

当前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正
在由和平发展向和平崛起过渡,由不发达状态向全

面现代化的发达状态转变。 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将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自我革命的实践形式是斗

争,勇于自我革命就要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将自

我革命进行到底。 百余年来,我们党正是拥有敢于

斗争的勇气,才不断由小到大、从弱变强,发展成为

拥有超过 9918 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才能带领人

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历史经验表

明,各种敌对势力不可能让我们轻轻松松地完成民

族复兴,未来的道路上必将充满艰难险阻、惊涛骇

浪。 我们必须放下恐惧丢掉幻想,以打铁还需自身

硬的历史清醒投入伟大的斗争。 勇于自我革命还要

做到善于斗争。 斗争要讲原则性,新时代的斗争不

意味着要开展武装斗争或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
是要坚持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而斗争。 斗争要

有导向性,斗争是取得胜利争取团结的手段,不能为

了斗争而斗争。 要处理好斗争与团结的关系,团结

和斗争是辩证统一的,要在斗争中团结,在团结中斗

争。 对少数罪大恶极分子要展开坚决斗争,而对于

能够勇于改正缺点错误的大多数要进行团结。 斗争

要有艺术性,把握好斗争的时度效,既要有党纪国法

的刚性约束,也要有春风化雨式的柔性引导,要标本

兼治,把事后惩戒和事前预防结合起来,把全面从严

治党和人民群众监督结合起来。

结　 语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精神品

质,是党在百年奋斗中淬炼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百余年来,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成功化解和应对

了各类风险挑战,在化解困局中开创了新局,并取得

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同时,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进

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实现了队伍由小变大、力量

由弱变强的转变。 实践证明,能否弘扬好历史主动

精神,能否在把握历史规律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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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中,在以理论清醒校准行动坐标、以经验总结

汲取历史智慧、以人民至上厚植力量根基、以改革创

新激活发展内生动力、以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

力中继续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精神动能,为党在赢取新

的历史主动中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局面提

供强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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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Era Value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ang Guifang　 　 Chen Xiaoyue
Abstract: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is the excellent spiritual quality demonstrated by the CPC in the process of consciously and

actively transforming the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laws. It is the magic weapon for the Party to lead the people to o-
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nd create historical undertakings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nd is als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for the Party to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of examination. It embodies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Party’s proactive pursuit of truth, the
main spirit of implementing the mass line,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of striving for progress, and the practical spirit of tenacious struggle.
In the new journey of achieving the second-centenary goal,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power of the Party to
strengthen its mission and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but also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 of the Party to cope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coordinate the " two major situations" , and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Party to promote the great cause and
achiev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we must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historical initiative
while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armament, summariz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deep-
en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daring self revolution. We must grasp the new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pirit of historical initiative; historical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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