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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我党关于系统总结自身历史

的第三份重大决议。该份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宣讲文件，

因此对该决议的分析和研读对思政教师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意义。论文通过历史事实对“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

革命和党的百年奋斗史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好的诠释”这个观点进行解读，力求实现深入浅出的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对该决议的教学提供帮助。

$EVtUact�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solution”) is the third major res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systematic summary of its own history. The resolution summed up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it is an important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he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	resolu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fact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view that 

“the Party’s self revolution leads the social revolution, and the party’s centennial history is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so as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teaching of the resolution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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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胜利闭幕，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

简称《决议》）。这份决议是一份面向新时代的宣言，是中

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对自己走过的路的回顾与总结，

具有极强的思想引领作用，《决议》毫无疑问的是一份闪耀

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文件。系统总结《决议》的内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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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政课这一阵地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党的历史上曾有两份重要的决议，在 1945 年党的六

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回顾

了从 1921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时值党的整风运

动，系统总结了历史上右的失误与“左”的错误，使全党对

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方向有了统一的认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彻底消除了分裂主义的土壤。而

在 1979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推进改革开放，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彻底否定“两个凡是”

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对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及毛泽

东思想，文件做出了完全客观中肯的评价，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在思想上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锚定了思想，指明了前进

方向 [1]。

时隔四十年，在我们全面完成建党百年目标，向第二个

百年目标奋斗进发时，这样一份新的《决议》横空出世。

正如之前两份决议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

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一般，这样一份新

的决议彰显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伟大担当，并以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的伟大风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立场，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用强而有力的事

实做出了新时代的“窑中对”。在这份关于百年党史的系统

回顾的文件里，对党的百年成就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总

结：一是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飞跃。

2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用自我革命引领社
会革命的历史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

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

命。党从建立之日起，便屡遭磨难，1927 国民党右派悍然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使国民大

革命以失败告终，党内的右倾思想逐步演变为右倾机会主

义，使得共产党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遭遇惨重损失。

惨痛的教训促使党进行自我革命，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

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

的反革命，由此南昌起义应运而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的第一枪。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党领导举行了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等许多地方起义，但这些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使

党的有生力量又遭受了重大损失。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客观

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

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

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2]。

在这样的关键时间点，毛泽东同志做出了重大决断，向

乡村进军。这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是全新的起点，使中国革

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全新道路。随着古田会议确

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

之势。但由于以王明所代表的“左倾”错误，党在第五次

反围剿遭到惨痛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此危亡时刻，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展现了党自我革命的勇气，

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

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

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为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提供了保障。这标志着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正式成为一只有着独立领袖，独立思

想，独立组织的革命，成为一支独立于苏维埃共产国际运动，

一支新的国际共运力量。

1942 年，全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这场在思想上的自

我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

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并以昂

扬的斗志和牢不可破的精神实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伟大胜利，用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

党的事业进入了新的征程。新的征程中，党始终不忘自我革

命，“三反五反”运动荡涤了思想上的怠惰，为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提

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

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

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从 1953 年提出社会主义改造至 1956 年中共八大，中国

在避免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改造导致的生产力的极度下降的

情况下，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

主提供了制度保证。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

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

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

团结，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1956 年《论十大关系》

的提出，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矛盾运动方向指明了

道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领导全国人民大规模开展社会主

义建设运动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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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

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

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 年 12 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

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作出彻底否定“文

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

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苏联模式逐步僵化、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波罗的

海骚乱、东欧形式每况愈下的大背景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

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出把

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做出了“计划和市场只

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论断，

使全党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深刻革命。也正因如此，在党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六大之后，以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

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

一系列风险考验。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

煽动，导致 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

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

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党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

机、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战胜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严重洪涝、汶川特大

地震等自然灾害，战胜“非典”疫情，彰显了党抵御风险和

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踩在时代的浪潮，在新的时代引领了

全新的社会革命 [4]。

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以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

决定性意义。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

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

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

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

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是在新时代党

进行的最伟大的自我革命。

伟大的自我革命必将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在新时期中

国推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

列重大风险挑战的伟大实践就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体现。新

时期在党的带领下，成功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

新时代社会革命结果。没有伟大的自我革命的铺垫，就不可

能实现伟大社会革命的产生。

3 党的百年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生命
力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

指导思想。作为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

日起，就必须面对各种思想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用百年书写

的优秀答卷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所面对的一切挑战，做

出了最有力的回应。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特征，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马克思的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

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物质资

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中首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党在建立

之初就把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的生产视作自己行动上的

指南。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论道

的政党，而是一个全力投身于实践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

不是“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是行动上的懦夫”的团体，而是

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的政党。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正如习

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的革命，

中国的建设无一不是在建立在行动的基础上。

1932 年，在蒋介石集团颁布《封锁办法》对中央苏区

进行全面封锁的环境下，中央苏区开展了以劳动竞赛为主要

形式的大生产运动，为反围剿战斗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

保障，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域内发动的一场

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的群众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

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军队、

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

或部分自给。通过这场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

动，中共控制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为抗日战争的

持久战和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毛

泽东同志提出“一穷二白才好搞建设”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社

会生产运动。1952 年土地改革的结束决定性地让农民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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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成员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改变，1956 年三大改造的结

束使中国具有了工业化的基础，1962 年开始的三线建设，

在满足了军事需要的前提下，实现了工业系统的全国覆盖。

1978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让中国的农业发展进入

了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每一次自我革命背后，闪耀的都是实

践的光辉。

马克思主义指出，认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

检验和发展，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奋斗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任命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实践史。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方法

论的根本和核心，就是矛盾分析法。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7

年就书写了《矛盾论》，作为党处理问题的思想方式。在西

安事变发生时，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深刻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

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做出了正

确决断，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实现全民抗战

打下了政治基础。

联系与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特征，要求我们用全面的观

点看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

毛泽东同志用全局的眼光论证了十大关系。使得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使中国避免进入了苏联经济模式的

困境，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产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中国的

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始。

辩证否定观，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要求，他要求我们排

斥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要求实事求是科学的分析，正确

看到事物发展的过程，看到道路的曲折，看到道路的光明。

1979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科学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

思想的历史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

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

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

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

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

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份决议使中国避免了如同苏共二十大

之后混乱，为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吃下了思想上的定心丸。

量变与质变是唯物辩证法重要环节。当事物处于量变阶

段时，要踏踏实实做好日常工作，当质变来临时，要果断抓

住机会，促成质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大门面向世界，

在国际形势复杂的大背景下，韬光养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 世纪。党的十六大时期，以胡

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

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6]。

时至今日，正如杨洁篪委员所说：“没有人有资格可以

从实力地位居高临下向中国说话。”中国已然可以以中国气

派发出中国声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继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是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

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

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是中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是我们进入新的量

变的时代。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也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基本立场。我们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时至今日依然不变。中国共产党的根基

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

大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

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

导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自我革

命，党引领的社会革命，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都是为了人

民的愿望。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

所以行，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百年

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

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

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

斗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史，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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