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建党百年: 道路探索与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 综述

朱玉利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４—２５ 日ꎬ 由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 安徽红色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红色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 “建党百年: 道路探索与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 在合肥召开ꎮ 安徽大学

党委常委、 副校长程雁雷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部主任陈志刚ꎬ 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 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胡遵远在开幕式上先

后致辞ꎬ 开幕式由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吴学琴主持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扬州大学、 黑龙江大学等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 １００ 余位专

家学者围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程与中国现代化、 红色文化与中国道路”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ꎮ
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ꎬ 近代以来ꎬ 中国仁人志士对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进行了探索ꎬ 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探索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ꎮ

关于延安时期民族区域自治道路探索ꎮ 有学者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便开始探索民族区

域自治工作ꎬ 该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探索经历了长征时期、 西征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

期四个阶段ꎮ 在探索民族区域自治道路过程中ꎬ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照搬苏联的邦联制、 陕甘宁边区

小范围民族自治探索、 自治区建设的发展过程ꎬ 这些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为新中国建立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积累了有益经验ꎮ
关于新中国合作化道路探索ꎮ 合作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选择ꎮ 有学者认为ꎬ 中国合作化道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的开创与奠定、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与前进、 改革开放时期的创新与发展及新时代的推

进与深化四个阶段ꎮ 中国共产党探索合作化道路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合作化发展提供现实指引: 必

须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ꎬ 注重合作化发展与土地制度的变革相联系ꎬ 坚持和完善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ꎬ 坚持以保护农民利益、 增进农民福祉为根本导向ꎮ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路探索ꎮ 陈志刚认为ꎬ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路ꎬ 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ꎬ 为其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与会

专家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新路既突破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ꎬ 也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ꎬ 体

现了规律性和多样性、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ꎮ 中国式现代化覆盖范围广、 辐射人口多、 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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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经济社会效果佳ꎬ 新时代必须保持战略定力ꎬ 深刻把握我国现代化发展新规律ꎬ 迎接新挑战ꎬ
开拓新局面ꎬ 取得新胜利ꎮ

２.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ꎬ 理论创新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提供不竭动力ꎬ 理论工作者要深化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成果研究ꎬ 避免研究成果的低水平同质化现象ꎮ
关于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ꎮ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ꎬ 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社会发展规

律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ꎮ 有学者指出ꎬ 唯物史观指导我们

党准确判断历史方位ꎮ 在革命、 建设、 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ꎬ 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判定中国所处

的历史方位提供哲学基础ꎬ 在不同历史方位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唯物史观指导我们党正确选择发展

道路ꎻ 唯物史观指导我们党科学构建发展模式ꎻ 唯物史观启迪我们党不断理论自觉ꎮ 习近平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ꎮ
关于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ꎮ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ꎬ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也是实践创新和理论创

新的发展史ꎮ 关于理论创新的方法ꎬ 有学者提出ꎬ 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科学的态度学习和对待马

克思主义ꎬ 解决 “真学真信真用” 的问题ꎬ 这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关键ꎮ 理论联系实际是实现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ꎬ 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进行理论创新ꎬ 在学习宣传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ꎮ 主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ꎬ
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团结和领导群众的重要手段ꎮ

３.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 «求是» 发表的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

方面工作» 中明确指出: “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ꎬ 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

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ꎬ 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

人民的主心骨ꎬ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ꎮ” 党的自身建设

成为本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ꎮ
关于百年来党的作风强党规律ꎮ 中国共产党百年作风建设有其内在规律性ꎬ 有学者认为ꎬ 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作风强党规律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ꎬ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ꎮ
研究作风强党规律既是为了厘清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脉络ꎬ 总结规律性内容ꎬ 也是确保中国共产党

长期执政的需要ꎮ 作风强党规律主要表现为: 以马克思主义统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规律ꎻ 党风

政风好转能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的规律ꎻ 始终坚持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律ꎻ 批评与自我批评、
遵循 “两个务必” 的规律ꎻ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ꎬ 必须久久为功的规律ꎻ 发挥头雁效应与制度化

作风建设的规律ꎬ 不断实现党风净化、 政风优化、 社风淳化、 民风德化ꎮ
关于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高度重视纪律建设ꎬ 有学者认为ꎬ 百年

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ꎬ 具体表现在: 纪律建设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ꎻ 纪律建设筑

牢了拒腐防变堤坝ꎻ 纪律建设增强了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ꎻ 纪律建设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纯洁

性的重要保障ꎻ 纪律建设保障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ꎮ
关于百年来党的制度建设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六大任务之一ꎮ 全面梳理建党百年制度建设可以总结党的制度建设基本经验ꎬ 发挥制度的衔接呼应、
互联互动ꎬ 整体推进党的制度建设ꎮ 有学者认为ꎬ 在党的制度建设发展进程中ꎬ 形成了具有方法论

借鉴意义的党的制度建设历史经验: 坚持以制度建设实现管党治党常态化、 长效化ꎻ 坚持以党章为

根本ꎬ 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ꎻ 坚持目标引领与问题导向的有机统一ꎮ 百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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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制度建设历史经验ꎬ 体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逻辑机理ꎬ 对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

具有重要启示: 新发展阶段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ꎬ 着眼长远、 立足现实统筹完善

党的制度建设改革各项机制ꎬ 全面提高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ꎮ
４.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域建设经验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在百年接续

奋斗中ꎬ 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ꎬ 建立了伟大功业ꎬ 铸就了伟大精神ꎬ 积累了宝贵经验ꎬ
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 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ꎮ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ꎬ 眺望前方的

奋进路ꎬ 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 总结好ꎬ 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 发扬好ꎮ” 与会学者研讨

了百年来党在处理党群关系、 意识形态建设、 理论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ꎮ
关于处理党群关系的百年经验ꎮ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ꎬ 党群

关系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能否长期执政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副主任戴立兴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党群关系的

历史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ꎬ 尊重群众历史地位ꎬ 是加强党群关系建设的重要前提ꎻ 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ꎬ 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是加强党群关系建设的核心要义ꎻ 坚持群众观点ꎬ 贯彻好群

众路线ꎬ 是加强党群关系建设的基本途径ꎻ 全面从严治党ꎬ 大力反腐倡廉ꎬ 是加强党群关系建设的

根本要求ꎻ 拓宽联系群众的渠道ꎬ 努力做好群众工作ꎬ 是加强党群关系建设的重要环节ꎮ 新时代需

要构建密切的党群关系ꎬ 引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ꎬ 把 １４ 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磅礴力量ꎮ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经验ꎮ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党的前途命运ꎬ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ꎬ

就把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放在极端重要位置ꎮ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史小宁认为ꎬ 中国

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历程ꎬ 形成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ꎬ 即理论遵循: 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ꎻ 政治保障: 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ꎻ 文化源泉: 发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凝心聚力的作用ꎻ 思想根基: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ꎻ 方法指引: 遵循意识形态

发展规律的思维逻辑ꎮ
关于理论发展工作的百年经验ꎮ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ꎬ 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发展工作经验ꎮ 有学者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从逻辑起点、
现实基础、 坚强核心和价值旨归上展开ꎬ 即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ꎻ
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中国实际ꎻ 坚强核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ꎻ 价值旨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ꎮ 也有学者认为ꎬ 宝贵经验可以总结为: 始

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把握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ꎬ 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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