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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

张德兵

摘要：对“大党独有难题”的认识和破解，需要从“大党独有难题”的“独有”之特殊性与“难题”之

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中，结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属性，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从“难题”之普遍性看，

任何政党在执掌政权后面临的共性问题都在于如何实现长期执政；从“独有”之特殊性看，在于运用什么样

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实现长期执政，而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选择在其根本上取决于政党的本质属性。面

对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新旧因素、主客因素、内外因素以及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挑战，如何始终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认识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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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

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①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学界对“大

党独有难题”的提出背景、现实意义、内涵要义、破解举措等做出了探索和解读。其中，关于“大党独

有难题”到底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丁俊萍、魏强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进行治国理政五个方面的难题。②丁长艳从“自我

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内外向度把“大党独有难题”理解为如何实现管党治党的科学性和解决社会事

务的有效性。③韩庆祥、张艳涛对“大党独有难题”作出界定：指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面对影响党

和国家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处于挑战性因素阻碍而未真正解决问题的困难境地，具体包括如何破解精

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和如何保持团结统一、永葆青春活力、发扬人民民主等内容。④

郑寰立足世界政党比较，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大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基础上，从政党组织视角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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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独有难题”是中小型政党所难以比拟的，具体体现为组织成本激增、组织内耗严重、组织运行创新受

阻等。①徐艳玲从大党治理、大国治理、全球治理三个维度指出“大党独有难题”在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

的历史周期率、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体现世界担当。②

从学界相关研究看，认识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视角多元，大多基于“大”与“难”的内在关联，

从分析“大党”来揭示“难题”，从而进一步揭示“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和内容，为推进相关研究提

供了有益启发。诚然，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独有”的解读，致使“难题”的分析显现出内

容泛化的态势，很可能使“难题研究”陷入“研究难题”。为科学有效地破解“大党独有难题”，需要

从“大党独有难题”的“独有”之特殊性与“难题”之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中，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一方面，

从“难题”之普遍性看，任何政党在执掌政权后面临的共性问题都在于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另一方面，

从“独有”之特殊性看，在于运用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实现长期执政，而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

的选择在其根本上取决于政党的本质属性。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就集中反映为具

有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进行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就成为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破解“难题”的“独有”方式。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特别是在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交互叠变中，弱化和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障碍性因素，就成为这个

时代背景下的“大党独有难题”。因此，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实现党长期执政，就成为

认识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所在。

二、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基于政党属性理论分析“大党独有难题”，能够从本质上揭示其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政党属性是

任何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所具有的本质规定，承载着政党的立场态度，体现着政党的目标追求，规定着

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志的范围及程度，集中反映出政党的特质，对于政党的兴衰成败具有决

定性影响。③在政党属性的构成要素中，主义是具有鲜明鉴别性质的要素，成为区分政党的根本标识。“正

是先有了主义的分野，才有了不同属性的政党。”④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并为马克

思主义所指明的共产主义不懈奋斗的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在主义选

择上的集中表达。由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先进性，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具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纯洁性，使得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

确立，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的政治斗争中以组织化形式创建了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以利益和思想

的趋同性为基础，形成夺取和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集团，在调节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充当“导管和

水闸”⑤的角色，逐步成为整合社会资源的统领性力量。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历史进步，政党的出现

及发展，从根本上冲破了封建社会关系的束缚，超越了君主统治的专制性、无常性、世袭性，对开启和

推进民主进程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作为掌握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党，运用统治权力迅速把人口、

生产资料、财产等集聚起来，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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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杜艳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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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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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还要大”①的生产力，“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从而巩固了作为统治阶级的

基础和地位。但是，资产阶级政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因这种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矛盾而自带

局限。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政党

集团，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开展铲除资本主义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的运动，消灭剥削阶

级而获得彻底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需要维系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在

其具体性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集中体现在代表“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

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

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③。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他

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④。这就是说，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并使

之作用于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具备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在其发展性上，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成立之初追求和呈现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偏离原初发展轨迹而削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最终

丧失政权的历史殷鉴实为深刻，苏共亡党的实例就是证明。在其建设性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为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生

成提供了客观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

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相互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⑤。简言之，社会矛盾运动过程中无产阶级

革命斗争的目的、方式、结果，是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现实说明。另一方面，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保持

有赖于真正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主观条件的创造，提供思想上、智力上、精神上的保证。为此，

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员党性教育，以及通过实而久的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

系，使其先进性和纯洁性获得主观层面的积极性建设和自觉性维护。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涵要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根本属性。首先，从历史的具体性看，

马克思主义政党因其肩负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历史使命，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一方面，在无产者

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⑥马克思主义政党

最初是由无产阶级中掌握先进思想武器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各国工人运动中最坚决、最革命、最能动

的力量，“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⑦，“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

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⑧，因此才能推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⑨向前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

其次，从历史的进步性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因其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和反映历史进步潮流，而具有

先进性和纯洁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

1874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3—19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17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3 页。

⑦　《列宁全集》（第 2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8 页。

⑧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37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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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①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取得统治地位并将利用自己的统治同社会化生产紧密联系，将生

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转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改变由私有制衍生出来的物化社会关系，为彻底

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彻底消灭私有制创造现实条件。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力量代表，马克思主

义政党在变革旧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最后，从历史的持续性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因其需要经历长期的社会实践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成长

和升华，而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②，而一

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③。这种政治斗争，是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紧密关联的，由于在它所

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为构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必须依靠由政党领导

的政治斗争。这一“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

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可能实现”④，必然是充满艰辛和曲折的。但正是因为在艰辛而曲

折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才能得到激发和体现。当革命斗争越是激烈的时候，其先进

性和纯洁性越是得到验证。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辩证关系

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认识“大党独有难题”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是，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不可分割

的一体两面，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属性，同时是实现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一般认为，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和内涵、涵盖范围及层次上的差异性。⑤从

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史生成和内涵要义援析得出，既不能离开先进性只讲纯洁性，也不

能脱离纯洁性而只讲先进性，两者在实践中的互动作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建设。因此，需要进

一步深化对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系认识。首先，先进性和纯洁性都是相比较而言的概念，先进性是相对

落后而言的，所体现的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对比而显示的一种优秀和卓越 ⑥，是与同类事物相比较而确

立的一种长处和优势。这种优势是事物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表征，说明事物生长符合发展规律或代表历史

发展趋势 ⑦。纯洁性是相对于不纯、有杂质而言的，指一事物与同类事物相比所具有的纯正和洁净 ⑧，表

明政党保持自己独立品格和固有品性而避免变质变色变味。两者共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独有特质的反映。认识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说到底是为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保证党

的本质属性不变更，也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其次，先进性是纯洁性的统领和保证，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内核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保持自

身在执政理念、执政任务、执政动力、执政方式等方面的先进性，才能使自身具有保持纯洁的强大内力。

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和体现自身在执政立场、执政价值、执政宗旨等执政建设上的纯洁性，才能使

自身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从而更好发挥先进性作用。认识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应把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统一起来，从回答如何始终“保先”“保纯”的追问来解决这一独有难题。

最后，先进性和纯洁性辩证关系的具体呈现，需要结合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不断深化和拓展。“一

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归

根到底要看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⑩。特别是在形势环境变化之快、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多元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7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71 页。

⑤　陈德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逻辑关联与历史互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 年第 2 期。

⑥　丁俊萍、聂继红：《试析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统一关系》，《理论学刊》2013 年第 2 期。

⑦　丁俊萍、聂继红：《试析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统一关系》。

⑧　张国臣等：《党的纯洁性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9 页。

⑨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70 页。

⑩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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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交织之杂，所带来的巨大挑战面前，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成为大党独有难题的题中之义。

三、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认识“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要义

先进性和纯洁性既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也是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如

何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个问题在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新旧因素、主客因素、内外因素以

及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挑战和考验面前，成为“大党独有难题”。

（一）具备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前提

政党属性是其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内在尺度，通过对国家政权实施政治领导表明自己的执政党性质。①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获得执政地位，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

中国共产党在与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比对中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脱颖而出。在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

世界历史背景中，当时清朝政府以天朝自居，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而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迅猛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与西方列强的侵略侵占形成内外交互之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陷入亡国危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

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均以失败告终，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和领导革命斗争。在五四运动

期间，追求进步的先进分子对各种主义和方案进行反复比较，并在俄国十月革命激发下选择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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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国共产党把马列

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任务相关联，

运用先进理论指导并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赢得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地位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以及中国共

产党所代表的纯洁利益和纯洁追求。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中成为百年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

史时期，一是在思想上引导党员端正对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认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员必须具有

比普通群众更高的觉悟程度和坚定的革命意志”③。二是在组织上清除危害分子以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

纯洁性，“必须把党员的条件提到尽可能的适当的高度”④，“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⑤。三

是在制度上形成党内集中教育、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廉政教育等制度机制，从而保持先进性和纯

洁性。四是不断深化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提高到巩固

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高度。“保持、发展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的思想政治任务，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永不变质，始终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⑥

最后，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证明自身本质属性的根本和关键。失去先进性和纯洁性，

就意味着失去其存在的一切基础，就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就是通过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来防止内部变质、变色、

变味，防止自身骄纵忘本、恣意妄为、动摇松懈。因此，在如何确保长期执政的问题面前，如何保持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无疑是诸多问题中最关键的问题，同时无疑是挑战性难题当中最具有难度的独有难题。

（二）削弱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障碍性因素

政党属性的存在及体现离不开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的影响，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的障碍性因素对政

①　参见牛旭光：《政党政治与民主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1 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19 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第 221 页。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第 217 页。

⑥　习近平：《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建研究》201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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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保持其属性会带来一定挑战。基于现实中削弱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多重因素的分析发现，障碍性因素

不仅复杂多样、交织渗透，而且新旧交互、花样迭出。

一是旧有因素与新生因素交互叠加。这一点在腐败问题上尤为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反

腐败斗争视为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但是，腐败问题

产生的土壤尚未根除、条件依然存在，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在新旧土壤和条件中时有滋生。权力腐败对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带来的影响极具危害，这种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必然导致民

怨载道和社会动荡，甚至加剧政权瓦解。

二是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交互传导。现代政党都处于不可分割的世界政党体系之中。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呈现出多变性、叠加性、复杂性等特征，可以预料和难以预

料的风险挑战交织共存。以人才、技术、创新、产业、市场、观念等竞争和较量掀起新一轮角逐。马克

思主义政党在这些要素竞争和综合实力较量中，能否始终坚守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着巨大考验。

三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交互影响。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 “四种危险”形成相互影响之势且将

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面对客观环境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艰巨挑战，部分党员的主观认识出现偏差，

由此导致言谈举止发生偏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典型表现。其一，信念动摇和理想滑坡，对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丧失信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其二，立场动摇和原则失守，权力观、

事业观、政绩观出现偏差，为谋私欲私利而损害和出卖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三，忽视小节和屡犯小

错，抱持侥幸心理、从众心理，或老好人心态、鸵鸟心态，随性而为、任性而作。总之，这些“思想灰尘”

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蒙上阴影，从影响党的执政形象嬗变为影响党的执政根基。

（三）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长期任务

政党属性有赖于政党的自觉认识和主动维护。“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一个需

要时刻严审视、永不停歇去杂质、持续不断提品质的过程。”①只要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社

会的执政使命尚未完成，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过程就必然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展。从政党属

性与执政党的内在关联看，执政党的执政立场、执政方式、执政评价等体现着对政党属性的定位和运用。

一从执政立场上讲，中国共产党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视为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人

民之所以选择和拥护党，就是在于党能够实现和满足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需要和物质精神追求，

在根本利益和根本旨归上党同人民是内在一致、相互信赖的无产阶级共同体。能否长期保持党同人民的共

同体本质、能否长期保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人民群众评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标尺。

二从执政方式上讲，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验证了执政方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为体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赋予

了实践证明。能否根据变化发展着的具体实际而长期地把中国治理好，持续运用科学有效的执政方式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乃至更长远的目标，是要不间断地实践、不间断地检验的问题。经得起实践、

受得住检验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是真正的先进、真正的纯洁。

三从执政评价上讲，任何政党的存在及其作用无一例外受到党内党外的评价。一般来说，执政评价

映射出一个政党的地位和形象。党内评价越好越正面，意味着政党认同度越高。党外评价相对复杂，既

有对其实力和印象的真实反映，也有博弈性质的虚实相间反映。受关注度高的政党，通常具有较大影响

力或具有明显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历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世界范围内

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历史进程中都发挥过深刻影响历史的作用，其所揭示的规律及其规律

的运用正在说明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但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又未能充分发挥，不免遭遇其他政

党的质疑和挑衅。

①　王炳林：《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理论与改革》2022 年第 6 期。



68

四、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路径向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党的自身建设、现代化国家建设、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为目标任务而探

索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长期建设，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所在。

（一）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筑牢根基

党的自身建设直接影响着一个政党的作用发挥及其程度和效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

了，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持久性建设作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性问题来看待和处理。在具体

实践过程中，应当抓住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基础性、关键性、重点性的方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一要把党性教育作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发挥思想建党和

理论强党的优势作用。创新党内集中教育机制，形成内容上前后衔接、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主题教育模式，

探索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全链式学习教育计划，引导全党形成崇尚学习、善于学习、学用结合的学习状态。

通过开展党性党风党纪一体化教育，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塑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和偏差予以及时

纠正，从思想上弄通、理论上弄懂、道理上弄明，不断增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真正认同。在学习过

程中注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学习，加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锻造和提升，补齐本领短板、

攻克能力弱项，掌握推动实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要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关键着力点，提升党组织和党员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增强从政治大局上看待和处理问题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从整体利益、长远

利益的发展视域维护大局和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增强思想引领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系统学习、深刻理解、完整把握，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武装头脑和

指导实际工作，提升做好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主动性；增强组织战斗力，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

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战斗堡垒；增强作风形塑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增强纪律约束力，不为私心所扰、

不为人情所困、不为关系所累、不为利益所惑，把干净和担当结合起来，把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增强

制度执行力，树立制度意识，捍卫制度权威，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刚性要求；

增强拒腐防变免疫力，对“腐蚀”“围猎”保持警觉和自觉抵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涵养

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确保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三要把制度机制创新作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突破点，为有效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科

学的制度体系和合理运转机制的保障。首先，对党的建设体系中既有的制度进行优化完善，加强制度供

给能力和水平。把制度思维与制度治理互嵌融合起来，以树立制度思维引导和执行依制办事的程序、步骤、

途径，以执行制度强化制度观念和制度意识。其次，把制度创新贯穿党的自身建设的各方面，推动党内

集中教育、民主生活会、经常性纪律教育等内容的制度创新，使党的各项制度成为“稳定的、受到尊重

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①。最后，坚持因时而进、因需而新、因事而举，把好的思路想法、经验办法、

实效做法，及时上升为新的制度，更好满足和引领新的发展需要。

（二）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化保障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既要通过“治党”来体现，也要通过“治国”来验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执政使命必然要在掌握国家政权获得统治地位后，经历克服社会生产方式阵痛的“第

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

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②。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治国理政的方式，创造和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

①　[ 美 ] 塞缪尔 •P.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年，第 12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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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劳动组织和社会生产方式，并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体现优越性，从而

体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应当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贯穿和体现在社会主义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

一要把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新理念。思想是行动的

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只有在理念上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和突破观念束缚，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符合实际地运用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部署及其实施中，才能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取胜

中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二要把党在组织功能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力。加强对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研究，吃准吃透相关政策文化精神，把党的政策利好转化为履行工作职责和

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效能。结合各类新兴经济社会组织的特点，开展党组织机构和功能优化工作，把党

组织的政治功能同各类社会组织的特色功能结合起来，发挥党组织的统领整合作用。

三要把党在作风纪律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保证。面对企图把党

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风险隐患，有意无意干扰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障碍因素，面对个别党员

干部损害党的声誉和形象、侵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恶劣作风，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面

对易发多发的“四风”问题和隐蔽化违纪违规现象，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不断强化纪律意识，自觉加强党

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加强政德修养、打牢从政之基。只有把作风端正、纪律严明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体现出来，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和积极氛围。

（三）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供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

变。”①尽管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总体对比中仍然占据优势，但其衰退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社会主

义和左翼力量的国际联合逐渐形成声势，各种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断得到发展和检验，马克思

主义的真理价值和实践效用不断得到检验。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关注人类前

途命运，从全球发展与国家发展的辩证关系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断为人类文明

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治国理政、参与国际事务中都彰显出作为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在具体实践

过程中，应当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作用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探索中。

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国际交流。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采取不同的

具体途径进行党的建设，展示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形式和样态有所不同，具体的做法和经验各有特色。

随着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交往交流深化推进，应当考虑搭建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为主题的经验分享和理论探讨平台，共同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实践。

二是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党形象塑造。“党的形象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外在的、

整体的表现”②，执政党的形象既是其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构成自身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尺度。

执政党形象良好与否，直接关系着民众的信任度和支持率。一个形象良好的执政党，更可能获得广大民

众对执政党的情感拥护和行动支持，树立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诚然，政党形象并非自发而成，需要自

觉塑造。既要依靠自身建设、治国理政、为民服务等“务实”性举措来塑造，也要依靠标识符号设计、

形象设计包装、对外话语策略等“务虚”性举措来塑造。

三是应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舆论影响。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社会

舆论对其执政地位的影响至关重要。政党不仅要从社会舆论中获得足够的执政合法性，而且还要主动地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63—64 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编：《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年，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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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对社会舆论加以引导和调控。为此，要敏锐觉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情况新趋势，密切关注资本主义

势力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表现及行为，时刻保持对国际公共事件和时事热点的关注，特别是对关涉政党话

题的舆论要予以敏锐分析，重视对国际社会舆论的分析研判，坚持客观平实基调，主动过滤虚假消息，

还原事情真相，建立互动、互助、互信的舆论环境，以掌握信息资源的主动权进而掌握国际话语权，让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主张和积极声音在国际社会形成新一轮声势。

综上所述，“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把这么大的

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①。在共产主义理

想信念的感召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因共同理想信念集结而成。由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具有先进性，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纯洁性，使得其先进

性和纯洁性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政治优势。如果丧失了这一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属性，

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备并保持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既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由

此，为使“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加坚强并一直坚强下去，就决不能丧失其生存发展的本质属性，

即先进性和纯洁性。由于影响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障碍性因素愈加多元复杂，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风险

挑战交织并存，特别是如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直接表征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上全方位超越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形态，成为现阶段亟需破解的“大党独有难题”。

Always Maintain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The Solution to “Problems Unique to a Big 
Political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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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of Marxism,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4）
Abstract: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problems unique to a big political party”, we need to form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uniqueness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problems with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 Marxist ruling party. From the universality of “problems”, the 
common challenge that any political party faces after taking power is how to maintain long-term governance; from 
the particularity of “uniqueness”, it lies in the governing ideas and ways used to achieve long-term governance, 
the choice of which fundamentally depends 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political parties. As for a Marxist ruling 
par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s “uniqueness” lies in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 and others. Because of the advanced nature of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realizing the 
communist ideal, and the purity of the Marxist party that realizes the communist ideal to seek the interest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they have become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 Marxist party. Facing the problems 
from the interlacing of old and new factors, subject and object factor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multipl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how to maintain the Party’s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has 
become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unique to a big political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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