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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型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经验

唐皇凤

摘 要 使命责任既是从学理层面认知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维度和全新视角，也

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精神气质的显著标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使命型政党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

现，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和切实履行政治责任视为组织激励和行为动力的

根本源泉，具有使命型政党的鲜明特质。严格锤炼党性，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周期性地开展党

内集中教育活动，积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使命型政党建设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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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和壮大，既是近代以来我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

史事件，也是贯穿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明型国家崛起的鲜明主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

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党的坚强领导是确保国家各项事业在正确轨道上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党强

大的自我革命能力一直是中国社会在重大危难关头能够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首要条件。事实上，精准把

握中国共产党的内在特质是有效解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基本前提。在现

代政党分类谱系中，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全面

领导和长期执政的根本逻辑，就在于其有意愿、有能力实现自赋的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且主动承担历

史使命和有效践履政治承诺成为其执政正当性的重要源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谱系中梳理使命

型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在系统考察使命型政党建设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科学提炼使命型政党

建设的中国经验，就成为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谱系中的使命型政党

在世界政党分类谱系中，共产党具有独特性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美国政治学家马丁·利普

塞特认为共产党属于整合型政党，这类政党“所关心的是改造世界，使之符合他们的基本哲学……把自

己视为以神圣的或历史的真理为一方和以根本错误为另一方的剧烈斗争中的斗士”[1]（P61）。著名政党
理论家萨托利则以政党在国家—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为标准，将现代政党区分为部分的政党与整体的
政党。其中，共产党属于整体的政党，不是代表部分而是代表整体的政治组织。作为整体的政党意味着：

政党和国家是两个相互维持且相互强化的组织；它们不是完全分离的，即所谓的“党国一体混合物”；国

家服务于政党或政党服务于国家；在党国体制中，公共行政大体上只是党务的副产品 [2]（P70-72）。国内
学者景跃进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公权力的组成部分，作为整体的政党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特殊联系为

理解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奠定了学理基础 [3]（P85-100）。奥斯汀·兰尼则以意识形态的
本质、意识形态在塑造政党的政治态度、活动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功能差异为标准，将现代政党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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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为使命型政党和经纪型政党。使命型政党代表着一种理想形态，其主要目标是赢得意识形态上的皈

依者，而非最大化自己的选票以赢得公职 [4]（P165-166）。李海青从是否以高远历史使命为己任的角度，
将现代政党区分为现实型政党和使命型政党，认为使命型政党有着长远的历史使命与宏伟的目标蓝图，

实现这些使命与蓝图既是其执政活动本身的最终目的，也是这类政党自身认定的存在合法性或价值意

义之所在 [5]（P1-11）。使命型政党一般承载着追求更为公正、人道而合理的理想社会的强烈诉求，更多
地视自身为人类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代表，其组织活动一般建立在某种理论、世界观以及对未来社会

的憧憬和战略规划上，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体现为一种信仰共同体而非利

益共同体。为了有效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使命型政党一般选择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

通过鲜明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将全体党员和广大基层党组织凝聚成为一种

强大的共同体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使命型政党将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和切实履行政治责任视为组织激励

和行为动力的根本源泉，使命型政党建设具有独特的理论基础和制度支撑。

同样，承担特定的历史使命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本质的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最

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谱系中，无产阶级政党一直被定位为承担着独特历史使命的

现代政党。实现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明确宣示的使命追求，而有效承

担这一使命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依据，是其“出生”的合法性证明 [6]（P5-11）。作为世界上第一个
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系统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
性和主要特点，明确宣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型特质，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

南。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战略构想中，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独特使命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具体包

括：第一，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和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国家政权形态。

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首先在于“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7]

（P41）。通过阶级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
新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历史使命。第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

削和压迫、能够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社会。“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

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

产力的总量。”[7]（P52）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建立公
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逐渐消除阶级对立和社会两极分化，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不断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社会的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面临的

首要历史任务。第三，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社

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P51）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最终建成
共产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终极历史使命，也是使命型政党建设具有阶段性、渐进性和长期性的

根本原因。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其缔造者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政党理论。列宁首次明确提出了“先锋队”“新型的政党”等概念，认为“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

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8]（P104）。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确保其能有效承担和圆满
实现历史使命的基本条件。作为新型的政党，共产党不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先锋党不只

是试图推翻现存政权，更要动员民众支持和参与以实现社会政治改造的目标 [9]（P235-236）。使命型政
党具有改造社会的宏大意识形态抱负，而非简单意义上的一般执政党。因此，取得政权仅仅是手段，而

实现其自我设定的理想目标，构建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才是使命型政党真正的行动目标。在列宁主义

的政党理论中，共产党是吸收着无产阶级当中最有觉悟、最忠诚、最优秀的分子，具有远大理想和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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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现代政党，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积

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投身于解放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共产主

义运动当中。而实现这种历史使命的途径就是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成为领导各种革命力量战胜

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领导力量，从而带领人民推动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

共产主义 [10]。斯大林对共产党的使命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归纳，认为“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

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只有

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11]（P413）。共产党
的目标理想和历史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而非简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旧世界和资本主义社会进

行根本改造的“革命”则是实现其目标和使命的根本方式。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领导人

民进行社会改造和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都仅仅是实现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使命的基本手段而非

最终目的，共产党是以承担和实现终极使命——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依归的使命型政党。
作为立党和执政的根本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和历史使命的探讨同样贯穿于党史、新中

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全过程。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

可图。”[12]（P809）《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
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13]

（P12）中国共产党在利益诉求上的无私性、人民性和超越性是其使命型特质的根本保证。刘少奇批判了
剥削者的道德基础，认为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员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共产

主义的道德基础是在“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来消灭少数人的特

殊权利”[14]（P224）。这种共产主义道德“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
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15]（P133-134）。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主义道德和党的
历史使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和伟大，成为动员和激励广大党员为实现民族独立、阶级解放、现代

化发展和人类解放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强大力量。邓小平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

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

绳。”[16]（P257）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7]。在

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设定为党的历史使命，更加凸显其使命型政党的精神特质，开创了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成为党长

期执政和有效执政的政治基础。作为始终代表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现代政党，中国共

产党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作为人类政党史上具有独特内涵和运作逻辑的新型政党，共产党承担着推翻旧世界、建立新国家和

新社会、成就全新的政治文明、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使命和责任。使命和责任既是

从学理层面认知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维度和全新视角，也是彰显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气质的显著

标识 [18]（P37-47）。使命型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立足于无产阶级政党“本质属性规定”
而衍生出来的新概念。作为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忠实代表，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之初就特别强调“无产阶

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P40）。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任务和
历史使命在于消灭阶级剥削和私有制，消除社会两极分化，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因而“要同传统的

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7]（P49）。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
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7]（P41）。这种顺应社
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使命是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根本依据，而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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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追求和内在品质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使命的集中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天生具有使命型政党的典

型特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则是使命型政党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建设使命型政党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使命型政党的独特基因。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以

有效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将实现自我设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视为存在理由和长期执

政的正当性基础，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政党组织的内驱力和每个党员的首要激励因素，更加

彰显使命型政党的各种特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是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接续奋斗

的精神动力，也是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奇迹的基因密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领导力深入农村基层社

会，完成了武装夺取政权和政治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锻造成为强大的现代政党。

一般而言，政党的政治纲领就是其历史使命的明确表达，构建具有强大意识形态感召力和组织动员力的

党纲是使命型政党建设的首要前提。在建党立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以革命政党的社会政治身份和共产

主义理想来动员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党的第一个政治纲领就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

级专政，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

有”[19]（P1）等定位为党的历史使命。党的二大宣言中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
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9]（P133）。
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明确指出，“同时须从事国民运动及阶级运动这种复杂的争斗

……此种自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至世界社会革命之争斗，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

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19]（P253）。
在党的四大上，中国共产党公开表明自己唯一的责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解释用什么方法，中国人民才

可以脱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如何才能与世界劳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20]（P272-273）。正是这种
“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初心使命和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责任担当，激励着广大党员和中华儿女在

极端残酷的环境中，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建立了新中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

持把党的建设视为一项伟大工程和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围绕政治路线建党和强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

在党的建设首位，实现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有机结合，联系实际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实现

了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浴火重生和凤凰涅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

步奠定了其使命型政党的基本底色，实现了使命型政党建设中国化的华丽转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执政的党，“改造政治、改造政党和

改造中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国家和新社会”成为其首要使命。党的性质和宗旨赋予马克思主义使

命型政党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勇气和斗争决心。同时，巩固国家政权，凭借党的意识形

态和组织体系的强大力量改造基层社会，构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

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成为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为了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

持续开展整党和整风运动，以理论学习、思想改造、政治教育为基础，贯彻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
针，坚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顿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思想建党为

组织强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心理支撑。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开展组织整顿和反腐败斗争，处置不

合格党员，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后革命氛围和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延续了使命型政

党的革命激情和斗争技艺，切实增强了使命型政党的政治整合和社会调控能力。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全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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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和有效执政成为党的主要历史使命，党的使命意识愈加强烈，使命政治运作

机制日趋完善。党的十二大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示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使命。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强大的学习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政治领导能力，既可以制

定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推进中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在微观领域推动

多元竞争和治理机制创新，充分释放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活力，使命型政党的运作机制日趋优化。党的十

五大强调，中国兴旺发达和民族全面振兴的关键在党。作为我们国家的执政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

心，党对国家和民族承担着重于泰山的使命和责任，“国家的兴旺发达，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富裕幸

福，同我们的党息息相关。现在，我们党肩负着新的伟大历史使命”[21]。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指出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就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

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2]。我们党明确把“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时代的使命型政党建设更具活力和韧性。在一个革命激情逐渐消退

的世俗化时代，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始终成为使命型政党建设最为重要的动力和激励机制。作为一

个拥有超大规模的现代政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党的建设这个新

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取向，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从严治

党和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以使命激励和责任担当确保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党的初心使命和共产党人的

理想信念，明确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使

命，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视为我们党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全面领导和长

期执政的制度支撑体系和具体运作机制日益优化，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使

命型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强大。在全球化时代，作为民族利益的担纲者，以有利于全民族的经济和

政治的权力利益为根本指针制定公共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的政治使命。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

“人类将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体系重构贡献中国

智慧；积极探索以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布局，突出领导干部选任的政

治标准，将领导班子特别是党政正职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作为重要指标，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实行

一票否决制；围绕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方面，制定和实施党员干部政治

标准“负面清单”制度，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整体的贤能水平；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重

点，大力开展党员教育培训，高度重视党员发展的质量，引导广大党员增强党性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扩展人民群众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

权，党群干群关系更趋紧密，使命型政党的群众基础日益巩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更加重视党员领导干

部使命情怀和责任担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大战略意义，不断厚植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政治认同和

社会心理基础，切实增强全党全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政治定力，使命

型政党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

使命型政党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在。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

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我设定的一以贯之的崇高使命。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定、承担与实现，贯

穿于执政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决定着使命型政党建设的水平和境界。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勇于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切实优

化使命型政党建设的战略布局。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传统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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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作风，则为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效方式，为使命型政党建设的中国化奠定了坚

实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优化使命政治的运作机制，积极开拓使命型政党建设

的新境界，执政党建设的中国范式稳步定型。

三、使命型政党建设的中国经验

自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一直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变化的党情、国情和世情，有效调适和重新定

位自身的角色与功能、使命与责任，为使命型政党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在中国特色的执政党

建设和国家治理情境中，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为自己设定恰适的历史使

命，实现使命的动机日趋强烈，实现使命的能力愈加强大，使命型政党的色彩不断强化和凸显。长期延

续党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对广大党员的激励力量，优化了使命政治的运作机制，为使命型政党建

设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首先，严格锤炼党性是使命型政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党性标识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特征和根

本属性。无产阶级政党要承担和践履其历史使命，需要不断严格锤炼党性，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扮演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角色。党员的党性修养是使命型政党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加强党性修养

是每个党员终身的必修课。为了切实增强党员的革命斗争意志和组织纪律性，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理

想信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改进党员的工作作风和思想道德修养，每个党员都被编入党的支

部，参加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经受思想斗争的淬炼，不断提高每个党员的道德伦理和精神

境界。注重在全党范围内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在全党普

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机结合、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党员

党性修养水平，是使命型政党建设中国经验的重要体现。

其次，制度建设是使命型政党建设的战略突破口。制度不仅对政党行为具有规范、保障和指导作用，

而且对政党与其他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机制具有直接影响和显著塑造作用。现代政党

是以制度化治理为基本标志的政治组织，设计和运作制度的能力是政党能力的核心要素，制度建设的质

量决定政党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功能开发和制度创新不断

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培育全党和全社会的制度信仰，不断夯实制度权威的社会心理基础，让现代政

党治理制度成为一种价值原则和规范体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

向指引和政治保障。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执政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党

指挥枪，通过党委（党组）制度、领导小组（委员会）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归口管理制度、双重领导

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实现对政权机关、经济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的有效领导，不断增强政党制度与

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坚持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通过制度建设夯实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法理

基础，切实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党在干部管理、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方面的制度化水平显著提高，党内

法规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党的领导和执政行为规范化制度化，中国

共产党逐步成为高度制度化、理性化和民主化的现代政党。制度建设不仅是增强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提

高的能力，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和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路径，而且是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和治理责任，

要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构建更优良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有效运作更真实的民主制度，兑现更多“共

享发展”“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的政治承诺，迫切需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提升使命型政

党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和发展政党治理制度，是使命型政党建设的战略突破口。

再次，整党整风运动和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优化使命型政党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途径。使命型政党

的根基更多源自信仰和原则。坚守初心使命，不断优化使命政治的实现机制，是使命型政党的显著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和思想政治建设的政党，使命型政党建设的重要途径就是持续开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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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整风运动和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 7次整党整风实践活
动，即 1950年的全党整风运动、1951-1954年整党运动、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3年的新“三反”
运动、1957-1958年的整风运动、1963-1966年的农村“四清”运动和 1969-1971年的整党建党运动。这些
整党整风运动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党员登记、教育、管理、审查和处理，建立规章制度，解决

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重点惩治党内腐败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肌体，是中国共产党主动优化使命政治

的有效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整党运动和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持续开展。如 1983-1987年的整党运动、
1997-2000年的“三讲”党性党风教育、2000年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2005年 1月至
2006年 6月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 9月至 2010年 2月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2010年的创先争优活动、2013年 6月至 2014年 10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的“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2016年 2月开始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2019年 6月开始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及坚定马克思

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整党整风运动和集中教育活动，通过学

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知和理论水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和纯洁组织

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既是优化使命型政党内部治理机制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形式，也是执政党建设中

国范式的重要方面。

最后，积极推进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使命型政党建设的必由之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条

件下，党的自我革命和管党治党质量直接关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对于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而

言，积极推进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既是使命型政党的标识性特征和巨大优势，也是实现使命

型政党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党

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识淡漠，“四风问题”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使命型政党始

终存在腐化蜕变、脱离群众的重大政治风险。中国共产党长期高度重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开展对党内

错误思想的批判，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新中

国成立后，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从严管理干部和党员，从严治党被确立为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明确要求，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开创了使命型政党建设的全新境界。同时，强化监督问责，严厉惩

治腐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在确立新的使命和建设新的制度机制的基础上规范政党

行为，重新界定和有效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水平。执政党通过强化自上而下的自我控制，编织巡

视、巡察、督查、督办、巡查等相互交织和相互强化的日益严密的内部控制之网，不断改善和优化党内政

治生态，缔造了使命型政党建设的中国范式，为世界各国的执政党建设提供中国经验和贡献中国智慧。

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新型国家、改造传统社会、消灭阶级剥削制度、

推动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作为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承担自我设定和与

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是彰显中国共产党政党特质的首要维度。使命型政党建设的主要行动逻辑是责任逻

辑而非权力逻辑，有效履行“增进人民幸福、社会福祉、公共利益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责任是

使命型政党执政正当性的根本来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时代潮流、

现实国情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需要，不断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角色功能，持续提高党的建设和国家

治理的质量和水平，日益凸显出使命型政党和先锋队政党的特质。使命型政党聚焦于代表全体人民的根

本利益，能够确立激动人心和令人信服的国家发展愿景，始终将实现使命和承担责任视为政党行动的根

本旨归，是一种特别适合变革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政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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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Basis and Chinese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ng
A Missionary Party

Tang Huangfe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re not only the basic dimension and a new perspective of under-
standing proletarian party, but also a significant sign of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spirit and temperament of
Marxist party. Marxist party theory lay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issionary party.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mission are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nature, purpose, ideals and beliefs
of the CPC,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a missionary party. CPC has always regarded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undertak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performing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s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organizational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motivation. To temper the party spirit strictly,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practically, carry out the centralized education activities within the party periodically, promote the party’s self-
revolution actively and enforce party discipline with all-out effort strictly constitut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ng a missionary party.

Key words missionary party; Marxist party theory;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Chines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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