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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

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

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

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

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下面，我们将深

入解读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以及自我革命对于深

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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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展开了深入思

考。

这三次重要对谈，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实践路径依赖——“人民民主、人民监督”。

“小胜即骄傲，大胜

更骄傲，一次又一次

吃亏，如何避免此种

毛病，实在值得注

意。”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

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

人亡政息。”

“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

绩。”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实践

l 一方面，强调要发扬人民民主、

鼓励群众参政。

l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

等一系列文章中，详细阐发了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

观点，强调听取群众意见。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

大上作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共

产党人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

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l 另一方面，建立群众检查监督

组织督促各项工作开展。

l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

东同志要求全党都要发扬“两

个务必”的作风，接受人民监

督。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骂群众，

压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鼓

励人民群众积极监督和检举，

防止党内出现一个“脱离人民

的贵族阶层”，要求党政干部

革除特权思想，端正为人民服

务的态度。



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指出，

推进人民监督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凡是搞

特权、特殊化的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

人民有权依法进行弹劾、控告以及罢免和撤

换。

邓小平同志从党的性质

和宗旨出发，强调要拓

宽党政事务的公开形式，

以便更好地接受人民监

督，解决群众关心的问

题，坚持把人民拥护不

拥护、高兴不高兴和答

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

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立

足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实践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

记继承和发扬了党重视人

民监督的优良传统，要求

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接受人

民监督，解决群众关心的

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将人民民主

和监督事业推向前进：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概念，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会

又专章论述了这一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群

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中的积极作用，要求各级党

政部门加大党务政务公开力度，

提升领导干部接受群众监督的

自觉性，为群众进行监督和评

议畅通渠道。



对于我们党来说，人民监督是聚焦于外部

约束的他律，强调靠外在力量来管住自己。

l 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历史周期率的宿命，

其共同原因是执政者自身腐朽无能，自己又

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终致改朝换代。基于

此，新时代破解历史周期率，要坚持内外因

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原理。

l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外靠发展人民民

主、接受人民监督”，更要“内靠全面从严

治党、推进自我革命”。



1
自我革命内含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我们党在实践中继承弘扬了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性，自觉接受“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并且进一步生成

历史主动精神，实事求是地把握自身，在历史进程中掌握主动权。

2
自我革命内含内部驱动的纠错机制。自我革命成为我们党解决自身问

题的关键路径，能够使党“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

正”，在历史发展中永葆生机活力。

3
自我革命内含通过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推

进党的自我革命绝非否定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打铁必须自身硬，自

我革命才能形成党强壮有力的肌体。

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与第一个
答案通路一致

两个答案都是在唯物史

观指导下，坚持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作出的解答，

其视野是历史的，而路

径是现实的、可操作的。

第二个答案与第一个
答案相互促进

接受人民监督是“外在良

方”，自我革命是“内在免

疫”。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人民监督能够帮助我们全方

位、无死角地认识自身问题，

更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自

我革命，改正缺点、纠正偏

差，真正实现党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齐奋斗。

第二个答案与第一个
答案价值内在统一

两个答案在价值取向上

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

党的初心使命，在“为

谁执政、为谁用权、为

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

上是完全一致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深刻论述了党的自我革命

对于党长期执政、跳出历

史周期率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深刻论述了党的自我革命

的根本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深刻揭示了党能够

自我革命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深刻论述了推进党的自我

革命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深刻论述了党的自

我革命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深刻论述了党的自

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

的重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深刻阐述了自我革

命与人民监督的内在关

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深刻论述了党的自

我革命的有力武器。



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探索

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从严治党贯彻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探索

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把自我革命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进一步

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和优势的认识。勇于自我革命，是我

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开创了政党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为世界其他政党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探索出了一党长期执政

条件下破解自我监督这个世界难题的新路，开创了政党政治文明的

新形态。





“革”那些落后于时代进步的思想观念的“命”，确保思想理论始终走

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1941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深刻的思想理论上的自我革命。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样是实现指导思想上的

拨乱反正，从突破思想禁锢和精神枷锁中找到出路。我们党正是一

次又一次地把那些落后于时代进步的“思想病灶”给革除掉，才生机

焕发、朝气蓬勃。



“革”那些阻碍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命”，确保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国家里实现

共同富裕；如何让近亿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如何领导中国式的现代化获得成功；如何有

效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等等，很多难题都是世所

罕见、前所未有，没经验、没模板，甚至没任何“参考答

案”，只有靠自己从自身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创新。



“革”那些破坏党群干群关系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命”，

确保党的作风不褪色不变色。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的作风天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五花八门、表现不一，然而一言以蔽之，上级机关和领

导干部整天浮在上面指手画脚就是官僚主义，而下来了却

不办实事、不解决问题就是形式主义。

这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仅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败

坏了党风、带坏了民风，祸害无穷。



“革”那些丧失党心民心、背离初心使命的腐化堕落分子的

“命”，确保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腐

败是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腐败不除，党无宁日、民无宁日，

腐败与党和人民水火不容。

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党以刮骨疗毒的勇气铁腕反腐，不

让腐败分子有任何藏身之地，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历史

主动，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大格局正在形成。反腐

永远在路上。





l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个名词的出现，标志党自

诞生之日起就嵌入了自我革命的基因。

l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是党在幼

年时期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

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了

党的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早期财务纪律。1922年，

党的二大规定了党员应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提出了6种开除出党的情形。1923年6月，党的三大

的相关文献出现了“党内批评”的概念。1928年7

月，《中央通告第七号》鲜明地提出“自我批评”

的要求。

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携带了自我革命的基因



l 1929年底，党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

l 会议确立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纠正了党内

和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1927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

为解决“粗放式”发展党员的问题，一方面，毛泽

东等同志提出了思想建党原则，提出“每个党员都

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并举办党团训练班；

另一方面，我们党于1928年厉行“九月洗党”，对

边界党组织进行整顿，果断切除自身肌体上的“毒

瘤”。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思想革命是党自我革命的主要内容



l 延安整风既是一次马列主义普遍教育活动，更是一场思

想革命。

l 通过延安整风，党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进一步擦亮了思想革

命的常规武器。

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后，召开了彪炳史册的遵义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改变了军事策略，在思想上

革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为提高

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开

展了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的整风运动，向党

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了无情的斗争。

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整风为主要方式的自我革命模式



l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

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新中国的成立奠

定坚实的思想领导基础。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

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执政前夕，提出“两个务必”的时代要求



在治标上，通过整党整风活动，不断纯洁党内思想。在这

一时期，党进行了七次整党整风活动，最主要的是查处以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为代表的骄傲自满情绪。

在治本上，掀起了《毛泽东选集》的学习热潮，提高了全

党的理论水平，建立健全了党员干部监督体系，强化党内

纪律建设。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开展了批评

和自我批评，纠正思想偏差。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坚持

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改革开放初期，以思想革命、制度革命带动发展模式革命

二是通过制度革命，

促进了党的建设的科

学化、民主化。

一是在思想建设上，

冲破了“两个凡是”

的樊笼，实现了拨乱

反正。

四是通过发展模式的

革命，实现了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心转移。

三是通过整党运动，

整顿了组织，纯洁了

队伍。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思想上革新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

一是在思想上深化了对社

会主义的认识。1992年，

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

提出“三个有利于”和社

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为党的十

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

理论准备。

二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党的十四大把“从严治党”

写入党章修正案，推进了

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的

党建新布局。这一时期，党重提“两个务必”，

坚持集体学习制度，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活动，夯实了党的建设思想基础。

进入新世纪后，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党建新布局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

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

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

器。
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不断丰

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

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

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

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

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

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

供制度保障。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提出并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毛泽

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邓小平同志以人民利益至上的标

准，明确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价

值追求，提出尊重人民群众的首

创精神。邓小平同志还提出“领

导就是服务”的论断，要求领导

干部要摆正“主仆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

大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

民主体地位，强调“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强调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其

次，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习近

平总书记的价值追求。



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有效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各种错误倾

向，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自

我革命的重要方式。每到重要关

头，我们党都是通过批评和自我

批评实现自我纠错。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

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

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人为制

造矛盾而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一

些突出问题；不是制造分裂而是为

了更好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是

“治人”而是为了“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

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

开展党内生活的有力武器，通过积

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不断洗涤每个

党员、干部的思想和灵魂。





大的样子，首先在于坚持

人民至上的大情怀。

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党矢志不渝的奋

斗目标，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这也是中国为什

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核心密码。

大的样子，在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担当。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义无

反顾肩负起历史使命，带领人

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

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大的样子，在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

我们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

作出更大贡献作为重要使命，

既为中国人民造福，也为世界

人民造福。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使得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

面临着极大的外部环境考验；同

时，改革过程中逐渐凸显的一些

深层次的问题和难题摆在了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构成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

的内部环境考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我们党统筹“两个大局”的领

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新挑战

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

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风险挑战，我们就要以“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执着继续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

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2. 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3.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4. 要加强自我革命规范制度体系建设。

5. 要始终做到“三个务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