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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的辩证思维

郑敬斌  ， 任虹宇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 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闪烁着鲜明的辩证思维光芒。从系统与要素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中国共产党

思想引领力是主体能力、内容活力、方式效力、载体合力和客体聚力五个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聚焦五个要素各

自的内部系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的刚柔并济、政治形态与学术形态的同向同行、论战批判与

团结对话的互促互进、显性宣教和隐性蕴化的相得益彰以及物质保障与精神满足的同频共振，用联系、发展、对

立统一的观点不断锻造主体能力，淬炼内容活力，提升方式效力，激发载体合力和再造客体聚力。新的历史使命

下，总结党正确处理这五对辩证统一关系的经验与智慧，对于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把

握时代、引领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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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客观地而不是主观

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 [2] 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全体社会成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党朝着

共同目标奋斗，谱写了思想引领力赓续不断的荣光与辉煌。新的历史使命下，以辩证思维梳理与总结中

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的智慧和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3] 的决议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以辩证思维来看，联系、发展、对立统一的观点充分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锻造引领主体能力、淬炼引

领内容活力、提升引领方式效力、激发引领载体合力、再造引领客体聚力的整体系统之中，也体现在上

述每一个要素的发展演化环节。于整体系统而言，五维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其中，思想是客观世

界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既产生于人也作用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体能力是不同阶段思想引领力的

起点，客体聚力则是与之相应的力的作用点；党的思想理论体系随着时代与实践的发展不断焕发出生命

活力，为说服群众、掌握群众提供了坚实基础，内容活力可谓是思想引领力愈久弥坚的基石；党的思想

引领力的建设任务如果缺少恰当的方法，就如同“渡河”没有“桥”或“船”，因此，方式效力是不可或缺

的工具性力量；此外，特定的载体与平台是思想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必备中介，载体合力是勾连内容活力

与客体聚力的支撑性要素。于五维要素内部而言，锻造主体能力中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的刚柔并济、淬

炼内容活力中政治形态与学术形态的同向同行、提升方式效力中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的互促互进、激发

载体合力中显性宣教与隐性蕴化的相得益彰以及再造客体聚力中物质保障与精神满足的同频共振，无不

闪烁着辩证统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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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的辩证统一中锻造引领主体能力

政党文化、政党思想最核心的引领主体是其组织及成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队伍是中国共产党思

想、理论、路线、主张的坚定信仰者，也是党的思想进入群众脑海、深入群众心坎的忠实传播者。回顾

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历程，党在锻造思想引领主体能力方面，坚持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的辩证统一：组

织约束为刚，体系严密、分布广泛的党的组织是天然的思想传导网络，确保党的思想通过刚性组织纪律

向全社会传达；思想武装为柔，常态化的党内学习和集中性的党内教育可柔性地影响党员队伍的理想信

念和价值遵循。

 （一）构建体系严密、分布广泛的组织体系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 [4] 长期革命建

设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的组织构架，党的纪律约束便通过这一层

级严密的组织架构展开，确保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5]。这是党

的思想引领力的重要保证。其中，广泛分布的基层党组织更是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宣传、

落实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等各项工作的基础。自“三湾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后，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开启了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

（1950年）、《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1951年）等重要决议和指示都作了相关部署。改革开

放后，农村、国有企业、普通高等学校、党和国家机关等多个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陆续颁布。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根据形势任务变化，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 [6]，对《中国共产

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9年）等多个相关条例进行了修订。如今，在体系严密、纪律严明、分

布广泛的党组织的领导下，各级宣传思想部门、媒体机关组织乃至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和全体社会成员

普遍联系、凝聚在一起，直接接受党的组织领导和思想引领。

 （二）推动常态学习、集中教育的思想武装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出常态化党内学习与集中性党内教育的思想武装途径，以不断淬炼党

的队伍的先进性。就常态化党内学习而言，在延安时期便得到重视。毛泽东提出“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

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7]795 的任务后，延安及各地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由中央学习组统一管理指导。

党的十四大后，党委中心组学习形式在全党普遍确立，《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规则》（2017年）的颁布直接推动党内学习的组织化、制度化。此外，党的十六大以来形成的中央政治

局定期集体学习制度也在全党产生了强大的以上率下的示范作用。就集中性党内教育而言，这是党内理

论武装的重头戏，也是常态化学习的延续和深化。习近平指出：“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

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8]10 无论是延安整风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整风整

党，系统、集中的党内教育活动都淬炼了全党的理论性与战斗力。改革开放后，各届党中央根据党的建

设新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面向全党开展了诸如 “三讲” “三严三实” “两学一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等主题教育活动，强化了党内思想武装成效，也在全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引领效应。

 （三）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刚柔并济，锤炼思想引领的主体力量

一方面，组织约束为刚。体系严密、分布广泛的党的组织为理论武装的先进性示范队伍提供刚性纪

律约束。政党必须以组织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一个重要保证

在于严密的组织体系，而这一组织体系的重要保证又在于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组织规矩。中国共产党正

风、肃纪、反腐等治党举措，保障了党的队伍始终保持健康的组织肌体，为思想统一提供了物质形态支

撑。另一方面，思想武装为柔。“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 [7]875 对于广大党员干

部而言，思想引领力是自觉自愿的向心力，仅依靠刚性约束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常态

化学习与集中性教育的张弛结合，以细水长流、水滴石穿的方式激发党内成员自我净化、自我锤炼，引

领党的组织朝着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是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

群众的党。” [9] 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一刚一柔，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辩证统一地为党的思想引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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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了一支具有强大政治能力和示范能力的队伍，为思想引领力提供了源源不竭的主体力量。

 二、在政治形态与学术形态的辩证统一中淬炼引领内容活力

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有两大形态：政治形态和学术形态，习近平对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和学理

性相统一的教学要求表明了这一点。作为政治形态，党的思想具有鲜明阶级属性，代表无产阶级根本政

治利益。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政治形态直接表现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学术

形态，中国共产党思想是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有其

特定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及研究队伍。这两种形态辩证统一：政治形态在价值论上反映“为谁服务”，

为学术形态提供政治保障；学术形态在本体论上反映“是什么”，为政治形态提供合理性辩护。

 （一）推进政治形态在实践基础上的守正创新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 [7]1 059 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

论指导” [8]12。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未对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作出直接回答。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

环境的具体斗争中” [10] 创造性形成毛泽东思想，成功指导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思想上升为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进一

步成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催动党的指导思想与

时俱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继产生，指引党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于党的十九大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

想，科学指导中华各族儿女奋力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回望百年，“‘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是

中国共产党人常念常新、恒念恒新的‘真经’” [11]，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的创新“密码”。历

史足以表明，党的理论体系每在政治形态上向前一步，社会主义事业便会前进一步，党的思想引领力也

会高涨一步。

 （二）深化学术形态在科学基础上的返本开新

所谓学术形态，即通过学术语言、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呈现的综合样态。百年党建历程中，党中央

始终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思想学术形态的返本开新，不断深化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研究。

一是不断推进术语革命。“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12] 中国共

产党思想学术形态的与时俱进，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不同时期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术

语和概念的诞生，如  “新民主主义”  “农村包围城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

新常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这些术语概念并非零散的词汇，而是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的学术语言，是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厦的基石。二是不断重申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众多原创性理论贡献都是深入调

查研究的产物，如“农民革命斗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关

于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论述等。也正是因为注重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方能始终与

实践相结合，方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三是不断深化学科建设。学科是知识体系化分类的结果，

也是学术经验化、程序化的重要单位。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期间就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陆续

创办安源党校、北京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等。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于 2004年

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15年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在党中央的大力推动

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 [13]，大批以

党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推陈出新。

 （三）政治形态与学术形态同向同行，保障党的理论体系的内容创新

一方面，学术形态为政治形态做辩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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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学术形态的返本开新，就是以理论本身的严密逻辑和科学的内部机理为遵循，用学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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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理逻辑不断彰显思想的力量和学术的魅力，进而为政治形态提供理论底色和学理支撑。归根到底，

中国共产党思想的术语革命、方法坚持和学科建设，其全部出发点和立足点均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另一

方面，政治形态为学术形态提供保障。理论演绎脱离政治，其理论成果就会变形走样。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理论成果的学术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9年）等重要会议均突

出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研究的重要性。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相关会议精神，相关政策纷纷落地出台，在政

策、资金等方面为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提供支持，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学术形态的

发展。

 三、在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的辩证统一中提升引领方式效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辩证统一“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这两种思想引领手段：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

革命型政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是在与众多纷繁复杂的错误思潮的论战

中确立巩固的；作为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治理型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性理论成果总是在多

元中对话、在差异中交流，以最大限度地凝聚思想共识、扩大社会认同。

 （一）以论战批判的方式巩固党的理论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恩格斯提到：“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

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 [15]，指明批判论战在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中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

一次理论飞跃成果是在与陈独秀右倾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等不同时期党内外错误思潮的论战和批判中诞生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发展亦是如此。邓小平理论在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旗帜鲜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

设党”的根本问题；科学发展观在“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中提高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党

的十八大以来，各类社会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形势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中更加突

出，冲击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对错误思潮 “一

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 [16]195，“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17]27。通

过 “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 [17]28，党在政治、学术、文艺等各个领域廓清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模糊认

识，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以团结对话的方式引导多元意识在思想领域的发展转化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

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制的方法去解决” [18]。面对思想意识领

域存在的 “红” “灰” “黑” 三个地带，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策略：除对黑色地带的各类反马克

思主义积极开展论战批判外，对红色地带的马克思主义同质性社会思潮和灰色地带的非马克思主义思

潮，中国共产党都主动进行交流对话和思想引导，以争取吸收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或将其转化入红色地

带。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体现地尤为明显。改革开放后，不同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日益分

化，思想舆论领域多元社会思潮丛生。其中，在红色地带，部分思潮是对现实利益关系的客观表达，是

部分民众价值立场、道德观念的真实体现。中国共产党采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鼓励思想文化

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且注重吸收和借鉴积极向上的思想养分用以滋养和发展自身理论体

系。灰色地带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体现出

部分民众的思想迷茫、困惑、分歧。习近平强调：“对灰色地带，要大规模开展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

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 [17]30 党的十八大以来，灰色思潮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的转化引导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 [19]310。

 （三）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互促互进，维护思想领域的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

论战批判是团结对话基础上的论战批判。没有“多元”便没有所谓的“主导”，多元化是人类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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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域的正常状态。包容多元、团结对话，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激发社会活力，也有利于提升主流

思想的包容力，为现代化建设汇聚合力。而，团结对话并非是对各种思潮的无底线、无原则的让步。倘

若一个社会的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杂乱无序，那么物质存在和经济基础也难以长期稳定发展。“在事关

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

动仗。” [17]27

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的二元对立。历代共产党人清晰地认识到，过度强调论战

批判，党的思想容易禁锢僵化，渐而丧失内容活力和引领效力；过度强调团结对话，容易造成思想领域

的蛮荒无序，进而威胁甚至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为例，党的十六

大报告指出，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20]；党

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21]；党的十九大

报告再次要求，既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也  “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

错误观点” [19]33。作为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习近平也多次在重要会议和讲话中强调，既要 “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又要 “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22]335，体现出共产党人对论战批判

与团结对话辩证统一的鲜明自觉。

 四、在显性宣教与隐性蕴化的辩证统一中激发引领载体合力

纵观人类思想传承史，载体的外在表现形态主要包括显性和隐性两大类 [23]。其中，显性载体的功能

发挥较为直接，往往以显性形式承载和传递思想内容，如宣传教育；隐性载体的功能发挥具有渗透性和

间接性，通常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认知与行为，如语言文化。显性宣传教育与隐性引导蕴化的结合

可以最大化汇聚载体合力，这既是思想传播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绵延百年的经验

总结。

 （一）强调显性宣教，把正面宣传摆在全局重要位置

宣传教育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显性工具，是思想发挥引领导向功能的重要载体和路径。中国共

产党从成立之初便注重对工人、农民等社会各阶级的宣传教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主张通过

宣传和工人学校 [24]4-5 传播党的纲领；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制定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专门介绍了可侧

重的宣传方针和教育方法 [24]352-356；党的四大制定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 “独立地进行本党

公开的宣传” [25]。建国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任务要求运用好戏剧、电影、

美术等各种宣传工具，刘少奇强调“要把这些宣传工具都搞好，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运用起来” [26]。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更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陈云强调，共产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这

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 [27]。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

要位置，强调“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17]44，“让主旋律和正能量主导报刊版面、广播电台、电视荧屏，

主导网络空间、移动平台等传播载体” [22]186。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党的宣传思想战线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在全社会开展了广泛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力提振了亿万人民群众

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思想引领力在互联网空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

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等关键阵地和关键平台明显提升。

 （二）注重隐性蕴化，重视话语润物无声的效果

话语 “是人类社会中最方便、最复杂、最通用、最重要的信息载体系统” [28]。我们选择的话语，承载

着我们认可的价值观念，不仅参与建构我们的知识世界，还会影响我们介入实体世界的方式，具有心理

暗示和行动干预的潜隐性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话语承载思想理论、团结动员群众方面的隐性蕴化

功能，围绕党和国家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中心任务，不断推进为之服务的思想引领的话语跃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  “孰敌孰友”  “打土豪分田地”  等概念以话语的力量实现了阶级的身份区

隔，强化了工农阶级的内部凝聚力；“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 “自力更生” 等词汇高度凝练和概括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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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革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升了党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

通过  “人民”  “民族”  “集体”  等话语的运用，强化了民众不畏困苦、团结一致，投身祖国建设的意识形

态。当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等经济标语和 “造反有理” 等政治话语也无形中

参与影响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与发展为主题、包括 “聚精会神搞建

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可持续发展” 等在

内的大量既一脉相承又具有阶段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汇聚了强大精神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强起来” “向第二个百年奋进” 等极具感染力的民族复兴话语，同样为民族复兴伟业积蓄了更为主

动的精神力量。

 （三）显性宣教与隐性蕴化相得益彰，既惊涛拍岸，也润物无声

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工作中的显性宣教与隐性蕴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一方面，二者

相互独立。如前文所言，显性载体的功能发挥具有外显性和组织性，是直接、正面地向受众传导、灌输

系统性的引领内容；与之相较而言，隐性载体的功能发挥便相对隐蔽灵活，偏向于不易察觉地将思想引

领内容浸润与弥散在受众日常生活，讲究引领效果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另一方面，二者相互依存。

隐性蕴化承载的内容具有一定随意性，效果也具有不可控性；外显的显性宣教便旗帜鲜明地公开思想引

领的承载内容和目标导向，正面、鲜明地巩固党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在全社会的领导地位。显性宣教

的灌输、说教性质可能会引起受众的排斥和反感情绪，隐性蕴化便以隐匿、润物无声的方式补充强化显

性宣教的承载内容，二者在功能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中国共产党对显性宣教与隐性蕴化辩证统一的认识与实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显性宣教为

主”到“隐性蕴化凸显”再到“显性宣教与隐性蕴化整合”的过程。这是唯物辩证法发展观的鲜明体现，是

时代和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革命、建设时期，受“扫除一切旧的野蛮制度”和“扫除一切旧的思想意

识影响”的迫切任务的影响，党更注重显性宣教而相对忽视了这一过程中受众的主观感受和体验。随着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也随着党对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认识深化，思想引领隐性载体的价值和功能

得到重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遇之大流疫相互交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多风险与挑

战。为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2]340，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彰显出强大凝聚共识、增进团结

的力量，更需要最大限度激发显性宣传教育与隐性话语蕴化的载体合力。这也是习近平强调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课 “既要有惊涛拍岸的声势，也要有润物无声的效果” [22]387 的重要原因。

 五、在利益保障与精神满足的辩证统一中再造引领客体聚力

现实社会中的人，既有较为原始的物质利益需求，也有信仰信念、目标追求、情感价值等更为高阶

的精神需要。长久深层、能够“改变世界”的政党思想引领力，正是建立在满足受众成员的现实利益和精

神需要基础上。

 （一）始终将利益保障作为思想引领力的出发点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14]286 唯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才能实现思想对群众的吸引与感召。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既要  “做大蛋糕”  也要  “切好蛋糕”。“一切空话都是无

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29]，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主义同台竞技中马克思主义赢得

人民拥护的思想根源，也是毛泽东思想能够引领人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

面貌好一些” [30]128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这一理论体系不断凝聚人、鼓

舞人、动员人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9]35 也是中国共产党

思想引领力工作的一大重心。这是因为，利益差距和利益冲突滋生的带有不满、抵抗情绪的各类思想主

张会对党的思想引领力造成冲击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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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不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利

益分配中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了党的思想引领力，也提升了党的政治领导力、群众组织力与

社会号召力。

 （二）坚持将精神满足作为思想引领力的着力点

唯物史观认为，因精神需要满足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可以转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一定程度

上甚至超越物质力量而独立存在。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鲜明体现。革命理想高于天，党在

成立之初便有无数革命英烈因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团结在一起。百年来，是中国共产党塑造的信

仰、信念与信心，支撑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不竭精神力

量。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党的全部创新理论成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

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发展；党领导的全部事业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目标。除最高理想

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共同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

坚定不移地谱写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支撑着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为了信仰、信念和信心，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新两步走”

战略；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照党中央制定的  “时间表”  “路线图”  向

“第二个百年” 进军。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

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31]

 （三）物质保障与精神满足同频共振，凝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始终坚持辩证地处理

这对关系，“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16]282。“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

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

益，那就是唯心论。” [30]146“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

想信念，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成效。” [32]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不是

“空中楼阁”，它始终建立在物质生产力的丰富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保障基础上。物质保障的同时，精

神世界的丰盈同样不可忽视。人具有价值尺度，“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

征，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终极追求。倘若没有这一价值目标的预设，利益保障终将沦为少数人的特权。

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丰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精神上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产主

义美好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33]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

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设定了民族独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阶段性目标。随着阶段性目标一步步地变成现实，最高目标的感召力

和吸引力也随之增强，成为党的思想引领力提升的 “营养剂”。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信仰信念信心及其具

体化阶段性目标实现思想引领、凝聚人心的重要经验。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 “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广泛覆盖与分类

指导结合起来” [34]，用辩证统一的观点既统筹党的思想引领力中系统与要素的关系，也统筹五维要素各自

内部系统及其子要素的关系。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第二个一百年”  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与使

命，需要全党全国人民辩证统一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系统与要素，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引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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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ical Thinking of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the CPC
ZHENG Jingbin，REN Hongyu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The CPC’s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clearly demonstrates dialectical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elements, the CPC’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is the result of the synergy of five elements: subject

ability,  content  vitality,  method  effectiveness,  carrier  synergy,  and  object  cohesion.  Focusing  on  the  respective  internal  systems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 CPC adopts the combination of hardness and flexibility about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ts and ideological arming,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form and academic form, the promotion of debate criticism and solidarity dialogue, the complementarity of explicit

evangelism and implicit  indoctrination,  and the  resonance of  material  satisfaction and spiritual  satisfaction.  The CPC uses  the  viewpoints  of

connection, development, and unity of opposites to continuously forge the ability of the subject, temper the vitality of the content,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and stimulate the combined force of the carrier and the re-creation of the cohesion of the object.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mission,  summarizing  the  CPC’ s  experience  and  wisdom  in  correctly  handling  these  six  pairs  of  dialectical  un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arty to observe the times, grasp the times, and lead the times with Marxist standpoint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Keywords：the CPC; the ability to guide through theory;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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