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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责任政治逻辑

李璎珞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 “政党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政治话语与基本方位。在这个意义上，借助责任政治“观念—结

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可以从思想力、组织力、执行力三个方面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锚定责任、履行责任。第

一，“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责任观念，体现出执政党强大的

思想力。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强化自身组织的同时延续“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传统，夯实着“党领导一切”的制

度基础，是实现有效组织动员的根本保障。第三，“满足人民期待”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时刻回应人民群众的行

动原则，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枢纽。在观念、结构、行动三者协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有效

地推动着国家治理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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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6日，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同来自 16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逾万名政党和各界代表共同探讨“为人民谋幸

福与政党的责任”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倡议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要担负起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完善治理的五大责任 [1]。这五大责任，明确概括

总结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政党的责任指向以及责任的内部构成。从“政党的责任”到“负责任的大国”和

“负责任的政治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频繁谈及“责任”。可见“责任”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

新时代以来尤为重视的政治话语。

将责任摆在政党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凸出地位，一方面在于责任是政治生活的本源性价值。

责任与社会共生，是人类社会与公共生活最为基本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责任与制度相互交织，是推

进制度演进与政治文明的重要动力 [2]2。责任嵌入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构建一种“责任政治”是良治善

政的目标，也是系统性实现政治文明形态的方法 [3]95。截至目前，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有关于责任政治分

析框架与实践方法的研究，并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责任政治逻辑，责任政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

本动力 [4]182。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围绕“责任”进行的集中论述，高屋建瓴、寓意深刻，是对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建设经验的总结、点明了党的建设中也具有着责任政治逻辑，同时站在人类社会发展

的高度表达对于共同构建“负责任”的理想责任政治社会形态的期待。

在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就是如何强

化责任建设，如何发挥政党责任“火车头”“动力源”的作用，以政党责任带动国家治理中各个主体、各个

方面的责任，系统协同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文章将立足于责任

政治的分析框架，围绕“观念”“结构”“行动”三位一体的责任政治构成要素 [3]95，以政党建设的思想力、

组织力、执行力为具体切入点，把握和阐释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责任政治逻辑。 

一、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想力支撑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所谓“政党以主义而成立” [5]23。“主义”的分野、意识形态的差异造就价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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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各异的政党，因此产生出不同的责任向度。但这绝非意味着观念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是在“现实

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6]152。也就是说，政治主体怎

样认识责任、怎样认识责任的对象，直接影响到如何履行责任以及责任履行的效能。

自古以来，“人民”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话语。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起，历代帝王均以“爱民”为施

政主张，可见“民”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中地位之重要。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视为“吾党哲学的根据” [7]4，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8]1031，确立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和立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分析，

唯有革命的理论才能推动革命的实践。因而，人民取向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与行动的根本价值导向，有

利于夯实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区别于整个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政党标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凝聚民心、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产生实现变革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9]11，这一价值与原则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想力支撑，是

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彰显，也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动力。

国际视野下，随着政治文明的演进，政党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政治场域的组织化力量。目前，西方

资产阶级政党极力弱化阶级标签、多以“人民”或“人民性”作为宣誓性主张，因而“全民党”的政党定位

呈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情况。表象上，责任的内嵌价值显示出东西方高度一致的人民取向。然而问题

在于，人民取向何以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共识？政治话语是否能真正代表价值立场？谁是真正秉持人民

责任向度的政党？

当前，西方政党在竞选纲领中反复提及“人民” “公民”乃至“工人”的概念，表明自身是可以带领民

众实现全民福利、普遍利益的政党，极力营造“全民党”的假象。但是西方政党在意识形态的阐释中并未

明确地指出“谁是人民” “为什么依靠人民” “如何为了人民”等根本性问题。故而在西方政党的政治实践

中往往能够暴露出其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所谓坚持民主、为了人民，本质上都是为了争取多数选票获得

执政地位，而实际权力运行中，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民逻辑之上。换言之，“人民”只是换取执政合法性的

口号，但是这种口号本质上却并不能换来人民群众真实的认同。一个政党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规范层面，要看政治所实现的价值是否与社会所追究的价值具有内在一

致性；另一方面，在经验层面，要看政治实践的价值与社会对这种实践的认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10]3。比

如，列宁曾一阵见血地批评西方政党以及政治体制与人民关系上的欺骗性，“在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

实行强有力的监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种监督也远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着不少特权，他们往往

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 [11]147 审视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政党的表现最能反映西方政

党的资本取向。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利润无休止的追求和资本无限度的积累之上，在资本逻辑

和实用理性的支配之下，政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惜将资本凌驾于生命、将物性取代人性，在

疫情暴发期强行重启经济。为了掩饰这样的行径，西方执政党披着“人民”的外衣，鼓吹“人权”  “自由”

以达到恢复经济、达成资本家资本增殖目的的结果。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至上思维的主导下，“人

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受到挑战，人被依据创造价值的能力高低区分为三六九等，这一原则导致西方抗击

疫情过程中出现了高龄老人被放弃医治的悲剧。可见，西方政党政治空有人民话语，而无人民性的实

践，造成西方政党代表性逐渐丧失。

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为中心，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停留在话语层面的，而是具体的、现

实的、实践的。坚持人民取向，就要坚持贯彻落实“情为民所系”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出过朴素

又深刻的阐释，“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切实解决好‘相信谁、

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政治问题，努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12]23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一切

理论与实践都牢牢把握住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逻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

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13]15。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

便依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设“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4]44。

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明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之中，并在成为执政党后，一以贯之地

将此作为根本宗旨。无论是群众路线、以人为本还是人民主题、以人民为中心……总之在革命、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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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人民”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政治话语，与执政理念、政党纲领、意识形态

融合在了一起。

“以人民为中心” 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想力支撑，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建政的基本原则。“人民为

中心”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价值基准，反映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治国理政情怀。正

如新制度主义中的话语制度主义流派指出，“观念是制度基石”。换言之，任何一种制度形态都需要一系

列价值观念的支撑，以观念设计结构、塑造行动，让全社会受到责任政治中的价值导引 [3]95。中国共产党

百年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均以强大的思想力统领实践，并有能力将思想转化为实

然，即通过 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改变人

民蒙难的境遇，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的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

确道路，解放发展生产力，使得中国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通过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统筹国家“五位一体”的全方位发展，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可见，“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认同度的基础，也是促进国家繁荣发展的价值驱动。责

任政治的人民向度有真实虚假之分，人民性的责任政治向度同责任政治行动一致才能实现建立一个真正

负责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理念彻底解决了现代政治中政党“对谁负责”的问题，真正贯彻

了民主、平等等现代政治价值。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表明“为人民谋幸福”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深谙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赋”的价值内核，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观念凝聚内部认同、争取外部共识，

继而真正通过组织的力量，转化为全党上下“权为民所用”的责任行动。 

二、组织建设与嵌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凝聚力保障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 [15]341 组织是政党力量得以聚合、政党

责任得以落实的载体和基础， “组织目标可把参与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与组织有关的行动上” [16]179。作为

现代社会的组织化力量，政党本身也可以被视为组织，一个政党的组织形式、结合特征深刻地决定了国

家转型与政治发展的起点与方向。有学者指出，近代国民党之所以不能够带动中国的民主转型与政治发

展，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国民党组织内部的威权色彩，以军事独裁为特征的政党，无疑会使民主转型走向

失败 [17]17。

国民党的失败映衬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如果假定政党的组织模式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关系，那么无疑反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成功。理解国家转型与政治发展，就要结合具体的

历史情境，结合转型进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条件，从“社会存在”的角度分析转型的动力。近代以来，中

国社会被列强的坚船利炮炸成了碎片，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名存实亡，军阀统治使中国陷入了实际的四

分五裂之中，各阶级之间也存在着艰深的矛盾。故而，“中国现代转型的社会基础与运行逻辑决定了人

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前提是国家必须将人民整合为有机整体，否则，当家作主无从谈起” [18]4。然而，近代

中国的社会事实决定了人民自身难以组织起来，只能走上“以政党来凝聚人民”的道路。

没有政党的国家是脆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首先反映在自身的组织建设上，如果政党本身就是

一盘散沙，那么就没有组织动员社会的能力，毋宁说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建设遵循着自我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15]382。历史地看，毛泽东在反思

大革命和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红军的成分，以工人、农民和游民无产者为主，如果不能从雇佣

军队的思维和作风中转变过来、不能转变为人民军队的性质，则必然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因此，毛泽东

以党的组织建设确保党的领导，通过党组织建设中心下移、“支部建在连上”使得党的决定和部署在军队

基层有了组织载体、进而能够转化为一致行动，增强了党的领导力和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不经改造，

“这支军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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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19]562 党的组织成功嵌入军队，使得

军队的人民性与责任性更加凸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保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的贯彻，培养出强

烈的革命热情和军民鱼水情。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

的一大法宝。党的领导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从中国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人民共和国

能够成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核心在于人民通过党实现有机聚合，从而能够在整体上成为掌握国家权

力、当家作主的力量。这种战略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将人民凝聚一体的党能够成为社会核心力量，

从而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成长提供有力的依靠和支撑 [20]39。

从组织学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成功密码不仅在于将自身打造为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主

体，而且将组织嵌入在制度结构中的各个要素之上，即对“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的有效延伸。从宏观角

度看，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就是要自上而下地织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以党组织的系统

性、耦合性、协同性来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耦合性、协同性；以党组织的组织力与动员力在增

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质言之，只要国家治理延伸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要触及到哪里，只

要国家治理覆盖了哪一领域，党组织就要在这一领域的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组织嵌入将政党治理

的模式灌注到制度体系当中，使制度体系内在的价值以及功能彰显出政党治理的特色。借鉴学术界对于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研究，本文沿用“组织嵌入”的概念来概括“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传统。需要说明

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嵌入概念不同于企业管理中的组织嵌入，而更偏向于埃文斯（Peter B. Evans）
在《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埃文斯认为，嵌入性指的

是国家内部组织嵌入到一系列的社会联系（social ties）中，从而连接国家与社会。嵌入性对国家的发展

至关重要，因为其能够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超越私人的利益。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嵌入指

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其组织网络将自身嵌入到行政体系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组织结构之中，从而获得

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 [21]16。党的根基在于基层， “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

泉也在基层。在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遇到的新问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越是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2]223

责任政治是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亦即参与政治生活的每个主体都要负责任地行动，进而构

建一个责任网络。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是互构的，责任政治视角下的组织建设与嵌入，就是构建一个党

建引领的系统格局 [21]15。

第一，组织嵌入实现了组织和制度之间的观念耦合，将党组织中的责任作为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

素注入到制度体系当中。从规制性角度看，通过党纪法规对制度中的个体进行约束，并建立严格的问责

制度加以保障，即通过责任结构中的定责与究责要素构建一个保证制度合理运行、合法运行、有效运行

的控制系统 [3]96。从规范性要素看，规范性要素指代价值观对制度的引导、约束与激励，强调的核心就是

责任与义务 [23]66-67。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肩负历史使命，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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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具有使命型政党的典

型特质 [16]11。从这个意义上，一个由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必然会构建起一整套价值观念，并成为其所嵌入

的制度体系中内化为制度运作的规范系统。“规范系统会对社会行为施加限制，但它们同时也赋予社会

行动以力量，对社会行动具有赋权和使能作用” [23]67。由此，政党的责任就成为了制度体系的责任，政党

责任的方向就成为了制度体系责任的目标，进而以负责任的政党建设带动了负责任的制度建设。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嵌入实现了不同制度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同，能够通过政治与社会全领域的

深入嵌入构建由政党组织网络带动塑造的国家治理协同网络，实现了制度体系功能的最大化。《中国共

产党章程》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

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24]21 这意味着，党组织不仅仅是对

行政体系的嵌入，更是对社会全领域组织机构的嵌入。这种组织嵌入模式不仅有利于强化党的全面领

导，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国家治理的系统性特征，通过党组织的引领整合了社会领域中不同主体的角色以

及不同制度要素的功能，发挥制度体系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进而以党的领导实现国家治理的

协同共治。例如，在基层治理中，党通过“整合型嵌入”的模式将条块部门与社会、市场等主体予以整

2022年第 2期 李璎珞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责任政治逻辑 · 9 ·



合，通过理顺权责关系、重新分配资源等具体方法打通碎片化结构中的政策执行梗阻，从内在的制度主

体和外在的协同治理结构两个方面激励制度主体执行复杂的治理任务 [25]79。质言之，在党的统一统筹安排

下，不同的治理主体能够在国家治理的总体要求和治理的具体任务下落实分工，既保证所有的治理主体都能

够面向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承担应尽的责任，又保障责任的分配符合治理主体的角色、功能与特征 [21]15。 

三、满足人民期待：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执行力彰显

政党是行动者，但是为何行动、如何行动，是区分政党类型的标准之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宣言》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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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问题在于，如何将人民的利益贯彻到实处，满

足人们对其利益的期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实践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

向度，并通过组织建设与组织嵌入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将政党的责任深刻地注入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各

个层级、各个领域当中，以塑造负责任的制度。然而，责任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也不仅仅是特定的权责

结构与问责机制，也是一种回应特定对象的行动 [3]94。如果缺失了行动，责任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是一种自主的、内生的过程，通过各类相互影响的行为者之间的良性互

动实现，国家治理本身也是一种行动的表达。制度优势的彰显与激发，需要通过特定的治理行动来塑造[4]186。

由此，责任成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枢纽。遵循责任政治的基本逻辑，责任在国家治理的全

过程中扮演着执行力的角色。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的锻造与提高，要

在制度执行力上下工夫，解决好为谁执行、如何执行的问题。从政党与政党体制研究出发，政党执行力

的关键要素是回应问题。所谓回应，就是对某种要求做出反应 [26]46。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

一个使命型政党，也是一个回应型政党。这意味着，如果说使命型政党赋予了政党观念层面的责任，那

么回应型政党突出了将责任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强调了责任型政党的行动逻辑 [21]12。对于中国共产党而

言，执行力就体现在回应最广大人民的期待之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

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 [27]

第一，满足人民期待，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行力，以构建低成本利益表达渠道和深入贯彻落实“群

众路线”的方式，在庞大的治理规模与治理负荷中持续地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进而锚定回应

的基本目标与方向，切实全面地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期待，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中国国家治理面对着庞大的治理规模与治理负荷，十四亿的人口以及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为治理带来了强大的挑战。尤其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需求的多元性、差异

性、层次性日益凸显，回应人民群众需要成为国家治理中的“棘手问题”。然而，中国共产党始终怀揣人

民期待，通过多向度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保障人民的利益诉求能够被感知、被了解、被落实。“群众路线”

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是主动了解人民群众需求的重要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

要制度载体。“群众路线”使得党能够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入各个基层，广泛搜集第一手关于人民群

众需求的信息，并将其整合到政治系统中。这种“逆向参与”模式规避了人民群众通过利益表达渠道主动

参与的不足，将党内民主、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整合起来，实现了程序性民主与实质性民主的有机统一。

第二，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实现民族复兴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性问题，找准突破口、敢咬硬骨

头，着力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动担当、积极履责、攻坚克难，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

久久为功、继续推动乡村振兴，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期待。自古以来，中国人便有“小康”梦想，但是劳苦

大众始终深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窠臼。古今中外，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扶贫、扶真贫，秉

持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精神，举全国之力扶贫和减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摆脱和战胜贫

困。四十多年来，经过不懈努力，中国 7 亿多人摆脱贫困，完成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和百年梦想，为世

界减贫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中国共产党对责任的担当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把脱贫攻坚的伟大

成就作为崭新的奋斗起点，视“三农”问题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刻认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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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解决掣肘城乡均衡发展、人民共同富裕因素的

决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站在人民为中心认识责任，而且具备斗争精神担负责任。

第三，责任行动具有深刻的反思性，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社

会各领域涌现出的新问题，在责任行动的动态调整中提升制度创新能力，进而塑造强有力的政党韧性。

责任行动较为核心的特征就是“反思性”。“反思性”是行动者能动性的体现，是重塑制度的动力。借助社

会学的分析，“行动者的能动性，就体现在这种理解过程中，而通过这种理解过程，人们与展开的情境

持续地对话，并归纳出各种可能的选择，评估这些选择的优劣，随机地重新做出各种选择” [23]97。负责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负责需要在负责的全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责任的目标。然而，外部的环境

是不断变化的，也不断有新问题、新矛盾出现，尤其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复杂环境更为执政带

来了挑战。公众的需求亦复如是。因此，中国共产党才以与时俱进为原则，通过提升政党适应性来回应

外部变化，不断地创新体制机制，坚持自我革新，在行动中动态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总之，这种动

态的负责任的行动有利于塑造一种“政党韧性”，一方面，政党能够时刻从容地面对外部风险，通过自身

的调整实现同外部环境特征的耦合；另一方面，政党能够不断地根据公众需求的变化来推进制度创新，

让制度更有效率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将自身的行动紧扣在责任的轨道之上。 

四、讨论与展望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党责任”，既是对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成功经验的总结，亦是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指明了方向。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责任为目标，树立历史使命、完善

组织机制、积极落实行动，将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体现出了深刻的责任政治逻辑。从这个意义

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的“责任型政党”，责任是政党的根本工作指南。

沿着责任政治的分析框架，责任是观念、结构与行动的统一体。这意味着，以责任强化自身建设、

积极履行责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思想力、组织力与执行力的三位一体建设高

度契合了责任政治的基本逻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

系，以责任政治强化政党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第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观念，将人民主体牢牢印

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与行动当中，用观念强化行动的主动性、强化行动的自为性。观念是制度建设与主

体行动的重要基础，失去了观念，就等于失去了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一个“使命型政党”，

正是在于其始终树立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使命。第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既要优化党

组织内部的结构，也要进一步构建党组织与制度体系深入融合的机制。政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

身的组织结构，只有具有强大组织力、动员力的政党，才能够实现全面领导，才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优势。此外，党组织的建设发展要及时跟进国家治理节奏、扎根国家治理体系，在国家治理全领域

全范围实现党建引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第三，强化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能力。行动不仅仅

是“动起来”的问题，更是真正地解决问题。制度本身并没有执行力，制度的执行力是由制度中鲜活的个

体赋予的，政党的行动能力就取决于党员干部的行动能力。为此，党员干部要行动起来，在人民为中心

的观念牵引下，积极去搜集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求，并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的期待得

到满足。

政党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在应然的推动力与实然的抗拒力中前进的。新时代为政党责任

赋予的新的内容，政党责任也将是中国共产党一往无前的强大动力。归根结底，在责任政治之下，政党

建设与国家治理走向了深度融合，也实现了二者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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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of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Yingluo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Party responsibility”   is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In this se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a-structure-action” of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we can understand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fines  and  performs  its  responsibil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ideological  power,  organizational  power  and  executive  power.  Firstly,

“people-centered” is the fundamental symb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 responsibility concep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and reflects the strong ideological pow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condly, while

strengthening its own orga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tinued the party building tradition that “the Party branch is organized

on  a  company  basis” ,  and  consolidate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Lastly,  the  action  policy  of  “meeting  people's  expectations”   constructs  the  responsive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s  the  key  hub  for  transform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iciency.  Under  the  synergy  of

concept, structure and action, the party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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