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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论·现实：“两个确立”的三维阐释

沈泉鑫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0）

摘　要 ： “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重大政治成

果。“两个确立”作为理论和实践的产物，不是凭空出现的“飞来峰”，也不是别国经验的简单复刻和剪裁嫁接，

而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激荡的历史搏击中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它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民心所向、众望所

归，具有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两个确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的智慧结晶；从理论依据来看，“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与鲜明本色；从现实需要来看，

“两个确立”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之举。

关键词 ： “两个确立”；历史逻辑；理论依据；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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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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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次指出：

“党确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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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两个确立”） [1]26。“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重大政治成果。对此，学术界已经初步展开研讨和阐释。韩庆祥 [2] 从“两个

确立”的出场逻辑出发，认为十八大以来的经验成就为其提供坚实支撑。黄正平 [3] 着眼于“两个确立”的重

要意义，认为“两个确立”是“未来继续成功”的政治保障和科学指南。党评文 [4] 从“两个确立”与“两个维

护”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二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且互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5] 历史是理论的演进基础，

理论是历史的逻辑阐释，历史和理论共同构成现实逻辑的思想之源。

 一、历史之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

“两个确立”的当代出场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探索总结出来的科学智慧，具有深

厚的历史依据。

 （一）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大视野下，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苏联作为第一个无产

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对巴黎公社和苏联的兴衰成败加以考察和分析，

有助于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逻辑。

1871年，作为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首次尝试，巴黎公社如同昙花一现般淹没在资

产阶级反革命的武装洪流之中。翻开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卷轴，在巴黎革命过程中，国际巴黎支部发挥了

重要影响，但却未能在其中起到主要领导作用。巴黎公社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遗留的“常备军、警察

局、官僚机构”等国家机器，但它所设立的 10个委员会互不统属，且不设置负责人。新生的人民政权缺

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复杂严酷的革命斗争中被残忍扼杀。另一方面，缺乏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

政策和策略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认为公社中存在着“以前各

次革命的忠诚的幸存者”和“空喊家”，他们会影响甚至左右革命群众的思想意志，会“极力阻碍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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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运动，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祸害。” [6]56-70 在巴黎公社存续期间，始终未能树立起统一广大人民群众

思想和行动的理论旗帜。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巴黎公社消亡的根本原因。

1917年，处在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俄国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

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人类社会真正开启由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场伟大的革

命中，以列宁为领导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以列宁为核

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引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功抵挡住封建残余势

力和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巩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在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立足

基本国情，相继提出“执政党建设”  “新经济政策”等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原则，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然而，历史前进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从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执政开始，苏共的指导

思想开始走向僵化、教条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苏共领袖斯大

林的历史功绩，直接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混乱、组织混乱。1985年，戈尔巴乔夫采用“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彻底瓦解苏共领袖的核心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最终葬送了苏联。苏共的覆亡历史从反面给予镜鉴：一个政党如若不能始终

确立和捍卫领袖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不能坚定不移地将科学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势必

会走向改旗易帜。

无论是在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中，还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历程中，政党领袖的核心地

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稳固与否直接影响到革命、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确立政党领袖在党中央、全

党的核心地位、确立科学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绝非政党建设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

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二）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经验总结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党

内团结统一的历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过程中，

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逐步确立，并不断得到捍卫和巩固。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

才能在激荡的历史搏击中、诡谲的风险挑战中始终屹立于不败之地。

1. 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党克服重大风险的基因密码

实践表明，党的事业愈前进，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愈发复杂严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

中，中国共产党遭遇的风险挑战数不胜数，但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并最终将其转化为推动伟大事

业稳步向前的不竭动力。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始终矢志不移地

确立和捍卫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逐步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的核心地位，成功克服革命力量损失殆尽的重大风险。由于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匮乏以及共产国际

的错误领导，党在创立之初尚未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指导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往往照搬照

抄苏联经验。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仅在 1934年的湘江战役中，党的军事

力量就折损过半 [7]3-4。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结束党在军事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逐步确立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党和红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彻

底摆脱被动挨打的消极状态，最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为党的革命事业积聚了有生力量。1945年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

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8]87 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凤凰涅槃。20世纪末，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下，党成功克服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颠覆的重大风险。苏共亡党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加快对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的步伐。一时之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灭亡论”

“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为此，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明“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

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9]382，维护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国际、国内的

风险挑战中，邓小平“咬定青山不放松”，把准中国这艘巨轮的前行之舵，成为党中央、全党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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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盘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之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乱

云飞渡”的外部环境中披荆斩棘、勇毅前行，使社会主义中国成功规避政权颠覆、人民受难的重大

风险。

2. 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重要举措

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之源。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0]435 在苏俄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列宁指出在无产阶

级政党内部“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  [11]469。毛泽东也一贯高度重视党内团结，他认

为全党的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 [12]278 百年来，党遭受诸多挫折挑战，在组织和

思想层面上曾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最终仍能成长为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始终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其一，在确立和捍卫党

的领导核心中，增强党在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并非一朝一夕之

功，而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是在与党内分裂势力的艰难斗争中不断巩固的。长征途中，

张国焘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意图分裂党和红军；1937年，王明在长江局任书记期间，多次发表与党中央

相悖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在党内造成严重思想混乱。在与张国焘、王明等人分裂党的行为作斗争的过

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不断巩固。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

导者−毛泽东同志。” [13]319-320 这极大地激发和增强了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维护了党内团结统

一，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障。新中国建立后，“高饶事件”

对党的团结统一产生较大影响，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历经民主革命的洗礼已然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迅速肃清高、饶在党内的“余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标志着党的团结统一进入新高度。其二，在确立和捍卫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中，增强党在思想上的团结

统一。在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粉墨登场、轮番坐庄，主要表现

为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造成党在思想上的极度混乱。其根本原因在于，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的是囫囵吞枣、生吞活剥的方法，忽视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1938年，毛泽

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命题，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大地上茁

壮成长。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全党的团结统一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凝聚了无穷力量。改革开放后，党内也曾出现过或“左”或右的不同分

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党的团结统一。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系统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核心内容和总体框架；1992年，邓小平在部分同志迷茫、动摇之时毅然选择南巡，以“社会主义本质论”

回应和解答党内外曾出现的质疑，维护和捍卫全党的团结统一，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不断跃升。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辉煌历史中，确立和捍卫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不仅是党克服革命力量损失

殆尽、社会主义政权颠覆等重大风险的根本保障，也是党维护团结统一、凝聚共识和力量的重要举措，

更是我们党自诞生以来就逐步形成的重要政治成果和理论智慧。以史为鉴，方能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要把这一成果和智慧继承好、发展好、运用好。

 二、理论之依：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与鲜明本色

旗帜鲜明确立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推翻资产阶级、巩固和建设无产阶

级政权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基因密码，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

与鲜明本色。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毛泽东等已明确提出树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地位的重要观点。

 （一）确立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须臾不离的内在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确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无产阶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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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胜利的首要前提。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是引领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但也

不否认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引领、推动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人物不仅是自我

意志的代表，更是特定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和特定社会阶级的集中代表。事实上，人民、阶级、政党、领

袖四者共同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其中人民是主体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和政党领袖是人民群众

创造历史的领导核心与灵魂。在《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政

党领袖对革命的影响力，他认为如果没有领导革命的人物，时代就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恩格斯在

《致保 ·拉法格》《致泰奥多尔 ·库诺》等诸多信件中反复论及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权威的重要性。他指

出，权威是合作的前提，“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14]372

1873年，恩格斯为驳斥否认一切权威的巴枯宁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在《论权威》中强调：“能最清楚地

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

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15]4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论是在无产

阶级政党夺取国家政权之时，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际，毫不动摇地确立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实

现党的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必要保障，是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设社会主义

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确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列宁十分重视革命领袖的权威

作用。1900年，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

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16]286，充分肯定确立政

党领袖核心地位的重要作用。1920年 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明无产阶

级政党领袖应当具备的品质和条件，他认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

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11]151 同时，列宁还特别强调政党领

袖对于政党文化、政党意志、政党精神，尤其是政党团结具有决定性影响和根本性作用。1921年，列宁

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缺乏“有经验、有极高威望”党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意志

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17]505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确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核心地位的极端重要性。

1943年，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指明：“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 [18]69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为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强调，社

会主义建设“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19]768，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

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乱象纷呈的国际局势，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保

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核心要素。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

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9]310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纷繁复杂的客观现实，坚持问题

导向，因时制宜地提出的“两个确立”，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属性和

本性使然。

 （二）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厘清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发挥科学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正确

指导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

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10]9-10 在这

里，马克思恩格斯指明革命理论的优先性和先导性，强调革命理论只要和群众相结合便会成为无坚不摧

的物质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空

想社会主义和宗派性斗争理论的错误指引下，始终遭遇挫折和失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空想社会主

义囿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难以有效指导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驳斥当时社

会流行的虚假社会主义学说的丑陋面相，廓清和阐明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此后，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引下，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展

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迈进历史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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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经济派否认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反对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荒谬观点，列宁在

《怎么办？》一书中驳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斗争。” [20]24-25 在这里，列宁将“理论”与“斗

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深刻阐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政党自身

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列宁进一步强调：“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

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 [16]203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

分重视科学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积极意义，主张在无产阶级革命、建设历程中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尤其重视科学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他强调，

“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只毛瑟枪。” [21]257 他通过借喻的方

式，把“理论”当作是革命的“武器”之一，把理论斗争提升到与武装斗争并驾齐驱的高度。同时，毛泽东

进一步阐释运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武装群众的实践目标。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运用无产

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武装群众”的初步构想 [22]96。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明

确提出“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的重要论断 [23]141。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注重在革命实践中推动

理论创新。他指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

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24]109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确立政党领袖核心地位、科学理论指导地位的重要论述高瞻远瞩、影响深

远，构成“两个确立”生成的理论之源。新时代以来，党在国际上面临的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辨识历史大

势，捕捉时代声音将遭受更大阻力。因此，只有承继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确立和捍卫无

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才能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措置裕如，才能真

正担负起民族复兴赋予的时代使命。

 三、现实之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抉择

纵观世界近现代历史，不难发现，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科学的指导思想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追求独立解放的根本保证，更是实现现代化发展、创造新型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当前，世情、国情

和党情的新变化、新特点都不可避免地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聚诸多不确定因素。就国际形势而

言，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国际局势乱象纷呈。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板块迅

速崛起，国际金融体系深度重构，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以无比昂扬的姿

态大踏步地迈向世界舞台中心；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全面

深化改革已经步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期，东西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生态、民生等领域仍存在

不足和短板；从党的自身建设状况来看，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党的自我革命水平持续

跃升，政治领导力、组织凝聚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但“四大风险”  “四大考验”对党的危害仍旧长

期存在。同时，受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经济逆全球化、政治压迫、文化交锋等现象屡见不鲜。面对机

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国内新态势，党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自觉遵循历史规律，发挥历史主动，必须

要始终坚守“两个确立”，否则就极有可能在交织激荡的国际局势中迷惘无措，在错综复杂的利益藩篱中

迷失方向，最终难以肩负起民族复兴、人类解放的时代重任。

 （一）“两个确立”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指挥棒”

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政治体制在思想文化、群体意识上的集中表征，是观念上层建

筑的统合样态。在政治生活中，它关乎一个国家的道路和旗帜；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以价值观、社

会精神等形态出场，驱动和制约着个体、组织的行为方式。马克思强调“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

整个时代覆灭。” [25]170 毛泽东曾警示全党，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崩溃是政权颠覆的重要因素 [26]194。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27]99。在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决议》中，“意识形态”的词频高达 12次。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构建安全稳定的意识形态格局在新时代的重要战略地位，可见一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

域的总体态势呈现安全稳定的良好趋势。但这并不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就此烟消云散。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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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正不断呈现新的态势。一是资本与技术“媾和”，趁机操纵和控制社会舆

论。资本利用平台垄断优势，以“限流、删帖、控评”等方式片面引导社会舆论，借此达到混淆视听、推

波助澜的目的。二是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更为隐蔽、更具迷惑性。近年来，西方不断向中国输出历史虚无

主义、普世价值论、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多次以“人权”  “自由”等名义粗暴插手西藏、

新疆、香港等地的内政事务。总之，无论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如何变化，终究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

目的就在于抹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击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斗争态势，妥善应对和有效防范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首要前提就在于始

终坚守“两个确立”，发挥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的“指挥棒”作用，从而达成意识形态领域长治久安的目标

追求。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有助于提升党在网络领域的治理效力，加强党对

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反复强

调各级党委要肩负起抵御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政治责任，在哲学社会科学、新闻舆论、文艺工作、高校

等诸多领域贯彻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领域，建构较为完善的治理法规体系，极大地推

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现代化。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廓清西

方意识形态迷惑图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就其本质而言，意识形

态领域斗争的核心要点就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

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疑再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性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引下，任何样态迥异的意识形态渗透都将原形毕露、无所遁逃。此外，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诸多重要方法论，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新态势更具有针对

性、指向性和实践性，为打赢意识形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概而言之，

“两个确立”的当代出场是契合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它强有力地回击西方普世价

值观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袭和荼毒，有助于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引领社会风气、社会舆论朝着风清

气正、积极向上的趋向发展，进一步地巩固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二）“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党的建设迈向更高阶段的“助推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将思想建设摆在首位；改革开放时期，

邓小平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完善党内法律法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开展一系列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提出“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坚持和完

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制度治党层面，采取宏观规划与微观制度建设相结合，相继颁布《中国共产党

巡视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在思想建设方面，相继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净化，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党的公信力和形象显著提升。这是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行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不可磨灭的显著成效！但同时，物质实践的不断

发展必然要求党的建设能力和水平接续向前。因此，党的建设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必须要持之以恒。

“两个确立”作为党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对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迈向更高阶段具有重要作用。“两

个确立”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大有裨益。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现实保障。第一，有益于巩固党的政治领导。政治领导的前提在于保障党的领袖和指导思想的核心

地位。坚守“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领导的关键所在。第二，有益于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提升

政治能力是党加强政治建设的目标追求，是党长期执政、科学执政的首要前提。坚守“两个确立”有利于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接续推进自我革命，提升“四个自我”的能力和水平。

“两个确立”有利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础性建设，是维护党的团结

统一、坚强有力的内在保障。在百年党史的各个历史时期，思想建设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第一，“两

个确立”有益于坚定全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28]80 共产主义信

仰的坚定与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两个确立”的提出，再次明确党的历史使命，补足全党精

神之钙，把稳全党思想之舵。第二，坚守“两个确立”有益于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全党。要想确

保广大党员思想政治立场不偏离、不转向，就必须要从理论教育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深刻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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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确立“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疑是实现武装全党、教育全党的现实要求。

以“两个确立”统领“两个维护”与“四个意识”同向发力，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迈向更高阶段提供强劲支

撑。“两个确立”是源、是本、是根，是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四个意识”的内在依据。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党面临着新的严峻态势，仅仅发挥“两个维护”或者“四个意识”的作用显

然远远不够。因此，“两个确立”的新时代出场，将“两个维护”“四个意识”有机统领起来，在思想认

同、政治认同中，激发捍卫核心、维护核心的行动自觉，助推新时代党的建设水平迈向更高阶段。

 （三）“两个确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百年来党的奋斗主题归结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1]7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价值目标，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共同理

想。“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 [29]52 因此，中

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做好了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准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中国人民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创建了民族复兴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时期，党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30]15。我

们必将遭遇到更为险峻、更为复杂的风险挑战。这就迫切地要求我们坚守和捍卫“两个确立”，才能在变

化莫测、风云激荡的国际局势中如期完成历史使命。

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和伟大进程需要党的领导核心来掌舵、需要科学的指导思想来领航。首先，从

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来看，“两个确立”能够助推新时代党的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必将为“未来继续成功”

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 “两个确立”的当代出场，极大地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水平和能力。政

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持续提升势必会带动党其他领域建设水平实现飞跃，由此推动党的建设质量迈向更

高的历史阶段。实践表明，党的建设质量愈高，党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实现政治使命的能力就愈强。

“两个确立”的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锻造更为坚强、更具智慧的领导核心。其次，从民族复兴

的引领力量来看，“两个确立”彰显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必将为“未来继续成功”提供

强大的思想指引。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解决中国人民如何“站起来”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解决中国人民如何“富起来”的问题；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为实现中国人民“强起来”

奠定理论保障。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巍巍巨轮始终

保持正确的航向，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科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旗帜。最后，从民族复兴的

主体力量来看，“两个确立”能够凝聚和激发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必将为“未来继续成功”提供不竭的动

力源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实现民族复兴，是由千千

万万中国人民广泛参与、戮力同心的伟大事业。“两个确立”如同一面高扬的旗帜，促使民族复兴的实践

主体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 [31]67。

 四、结语

“两个确立”的时代出场正当其时。从历史逻辑来看，“两个确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理论依据来看，“两个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理论的承继和发展，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应然要求；从现实需要来看，“两个确立”为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动力源泉和思想旗帜，是民族复兴的形势使然。当前，中国正

处于“两个一百年”深度交汇的关键时期，民族复兴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的历史节点，深刻体悟“两个确

立”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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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Theory and Reality: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wo Establishments”

SHEN Quanxi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0, China）

Abstract： “Two establishments”  is a major historical conclusion drawn from a profound summary of the party’s 100 years  struggle and a

major political achievement form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new era. As a produc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wo establishments”

is not something that appears out of thin air, nor is it  a simple reproduction, tailoring and grafting of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but a

crystallization of wisdom condensed in the arduous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nd turbulent historical struggle. It is the choice of history, the call of

the  times,  the  aspi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return  of  the  people.  It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two establishments” is the wisdom crystall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CPC’s 100

years  strugg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basis, “two establishments” is the internal character and distinct nature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needs, “two establishments” is a natural move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complex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two establishments;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basis; realistic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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