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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
理论基点与推进机制

张 泰

摘要： 政党领导现代化国家建设是政党政治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现代化的全球推进及其历史性

变革催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引起了世界现代化类型的拓展，进而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领导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价值目标，贯穿于以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驱动、显著标识和前提保障。坚持和

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既关涉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政党职能、政党权威以及政党文化等理

论范畴，也需要构建由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完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开发运用党的核心

政治资源以及提升党的综合能力等价值要素构成的实践机制。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党的领导；理论基点；实践机制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4.02.00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①对此，学界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阐释。有的学者系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历程②，

有的学者重点阐释了党的本质属性、基本特质、组织力、领导力等核心要素③，还有的学者总结归纳出

了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创新、以人民为中心、独立自主等基本经验④，等等。这些研究成果，

为深刻认识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整体而言，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党领

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重要性，而对于党的领导的科学性、有效性方面的学理阐释尚有不足；主要

集中于总结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而对于党领导现代化国家建设机制的研究略显单薄。基于

此，本文试图阐释中国共产党“何以能”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点，分析党如何“领导好”中国式现

代化的实践机制，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

终成败，进一步增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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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领导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成长必经的历史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党主导国家政权、影响社会发展。在

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视域下，保持并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是党“自我养成的政党品质和感召能力，被广大

人民群众普遍认同、内心崇尚和自觉追随”①的政治活动。其价值在于，把我们党自身具有的政治优

势、理论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价值引领与实践效能。
（一）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间必然要经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

革命专政”②的过渡形式。共产党人“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③，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

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它在使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之后，要“把一切生

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④，按

新的方式组织建立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可以说，应大多数人的解

放运动对先进领导力量的需要而诞生，为领导大多数人的解放运动的实践而壮大，随大多数人的解放

运动广泛深刻的发展而强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价值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根源所在。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经由宏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锻造

历练，不断深化对政党领导规律的认识。在制定党的政治纲领中明确、在执行党的政治纲领中落实、

在推进社会革命进程中展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政治领导的基本路径。依赖于严格的组织纪律

和领导者的权威、依托于党的团结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展开组织领导的基本方式。以科学的世界

观作为理论基础，以灌输、教育、思想武装等为方法，用先进理论掌握群众进而转变成物质力量，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进行思想领导的基本遵循。
（二）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逻辑必然

历史地看，近代中国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下被迫开启现代化进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的灾难性境遇，“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⑤，从而以新的

政治机制彻底转换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与辛亥革命的历史成就，孕育了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

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

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矛盾运动在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它以全新的价值体系和

运行机制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创造了“新的政党政治模式”⑥与“人类文明新形态”⑦。
如果说，20 世纪之初国人的基本认识是“只有实行政党政治才能挽救中国”、20 世纪中叶国人的

政治选择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执政才能发展中国”的话，那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使命面

前，国人的政治共识则是“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强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作为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伟大的创造性。其中，中国共产

① 王韶兴：《现代化国家与强大政党建设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4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2 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4 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政府白皮书汇编（2021年）》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 225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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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引领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多党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政治协商凝聚起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共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的有机

统一，为政党引领现代国家成长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党的领导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期

待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人类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促进世界各国携手共行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但与此

同时，一些国家企图通过打压遏制我国现代化发展来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领域的斗争仍然尖锐复杂。从国内看，我们党始终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

文明进步的期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

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并联式”推进亦存在诸多弱项短板。从党内看，

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愈发坚强有力，以强大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保障着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
然而目前，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多发，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顽固，严重损害了党的领

导形象、弱化了党的领导权威。综上，进一步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性任务，内在地要求加强党的领导。这既是党领导人民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日伟大成

就的原因所在，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二、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点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既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党领

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根源。在探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由

政党属性、政党职能、政党权威以及政党文化等理论范畴构成的价值体系，从而标识出党领导中国式现

代化的理论基点。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因素

政党属性直接决定着政党所代表阶级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是一个政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一个政党获得社会认同、取得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鲜明旗帜。中国共

产党能否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直接影响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价值目标、前进

方向和实现方式，因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能否全面展开的决定因素。
“我们党是一个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党，是一个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始终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①这表明，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所在，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宿，在政治历练中增强历

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以自我革命锻造强大政党是党领导中国式

现代化的组织保障。据此，党的领导的先决前提在于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

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根本理由是党对于民意的真正关切与有效回应，其约束性条件是党对政治责任

的担当、对任务使命的完成，其不竭动力来源于党“把自身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②的

现实要求。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时代变化引发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表达机制和价值目标

实现路径的更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也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民主形式的发展，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

《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1 日，第 1 版。
②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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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党的领导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组织载体以及更加牢靠的社会基础。这既是党的领导契合中国式

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逻辑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党的领导相互促进的必然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职能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载体

政党职能是政党属性的实践表达。马克思主义政党职能的概念确立及体系构建，根源于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确立于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践中的

政党职能，它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使命，体现于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实践创造

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①这是对党的根本职能的

权威性申明。
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党正确而高效地履行政党职能，使党的进步属性体现为强大的

履职能力，从而将党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国家意志，使现代化要素在“国家需求”和“政党牵引”的双重作

用下高质量成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②，这正是基于中国式现

代化内在要求而形成的对党履行领导职能的价值指向的深刻认识。这表明，一方面，发展人民民主作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职责，决定着党的职能的根本性质，进而规定着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

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在维护党的职能的人民民主价值指向的前提下，进一步调

整、优化党的职能的具体内容与实践机制，在动态开放的过程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通过党的领导

不断满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发展轨迹。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使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夺取政权，以获得强制性干预力量。
而建立人类自由王国的理想目标则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团结凝聚、示范引导、激励感召等非强制性

支配方式，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即将政治权力内化为政治权威，转化为道德影响力量。
党的领导本质上属于公共治理行为，是党运用公共权力表达政党意志的一种实践形态。由公共权力

所具有的引导、指导、示范等内在特性所决定，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是具有高度稳定性与

持久影响力的政党权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权威以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政党政治规律、共产党执政规

律、现代化国家建设规律以及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为基础，在政治创造、思想生产、组

织运筹、政策供给、制度创制、自身建设等政治实践中生成，因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并内化为

对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能力的心理认同与行动追随而确立。其中，我们党是意志表达的权威主体，

以广大党员干部为政治基础而生成的党的权威，决定着党组织的坚强程度。社会是诉求表达的权威

客体，以人民群众为社会基础而生成的政党权威，决定着党领导地位的巩固与领导作用的发挥。构建

权威主体与权威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党的自信心和人民公信力的内在统一与相互促进来不

断累积党的权威，是我们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四）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滋养

政党文化既包括由政党意识形态构成的观念文化，也包括由政党行为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其价

值在于彰显政党属性、黏合政党组织、弘扬政党精神、规范政党行为、涵养政党品质、传承政党文明。
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更深刻层次上揭示了马克思主

义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反映了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理论原理

和策略原理，体现了展开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行动依据。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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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党文化孕育出伟大建党精

神，伟大建党精神又统领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发展方向，二者统一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设的实践之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

民的伟大建党精神”①，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结晶，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源泉与行动指

南。它作为我们党特有的精神风貌，形成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浴血奋战之中，丰富于“建设一个新

世界”的艰辛探索之中，发展于“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的改革开放之中，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砥砺奋进之中。伟大建党精神集中揭示了我们党在探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所秉持的政治价值，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在自我革命中所形塑的政治品质，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

总结提炼和时代表达。要“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②，就要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要

义、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以及人类高尚的精神追求结合起来，使之在更加宽广的时空领域彰显自身的

科学性和生命力。同时，要通过主观和客观的高度统一来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传承

性、方向性和发展性，努力创造一种植根于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文明谱系，使之既能解释自己，又能让

世界了解并理解，从而展现出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撑与深厚政党文化滋养。

三、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机制

“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

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其中，发展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领导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推进党的领导法治化是维

护党的领导权威性的必然选择，完善政党制度是强化党的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开发运用党的核心政

治资源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所在，提升党的综合能力是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保障。
（一）发展党内民主，激活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在探索、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

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④，以此为党的自身

发展和党的领导提供强劲内生动力。这既是党的民主属性的集中表达，也是党自身民主品质与民主

价值的直接表征。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并展开实践活动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⑤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凝聚、激发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维护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我们党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不仅要充分

发扬党内民主，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要求进一步扩大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等基本

权利的内容范围，继续优化选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方式，以更高质量的党内民主为党的领导

注入源头活水；还要正确实行集中，提高“关键少数”“领导班子”及时集中正确意见、及时纠正错误

做法的能力，以更高层次的党内民主使党愈发团结统一；更要将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把发挥党员

主体作用、维护党员民主权利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密结合起来，把激发党

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把发挥地方和基层党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8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8 页。
③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第 4 页。
④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2 页。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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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自主性、灵活性与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民主与集中的耦合互促中激发

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内生动力。
（二）推进党的领导法治化，维护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威地位

厉行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和重要标识。“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①，以法治

为支撑的党的领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对现代化国家的领导。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形成的基

本认识，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经验中得出来的重要启示，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实践

创造中得出来的必然结论。
党的领导法治化推进到何种程度，意味着党的领导达到怎样的科学化水平。从法治理念确立到

形成法规制度安排，再到法治体制选择与机制运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法治化的

基本理路。它是一个复杂的法治文明成长过程，其基本表征是，把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作为党自身

活动和治国理政的支撑点，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至上取代权力至上，把党的前途和中国式现代化

的命运建立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可靠性上，由此实现党的政治活动和国家法治建设的价值融通

和实践互促，创造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党的领导法治化一体推进的新机制。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法

治化，一是要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切实把满足人民的切身利益与愿望落实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

使宪法法律更好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二是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党要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在宪

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同时还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②宪法所确认的党的领导地位，将宪法

法律权威转化为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法理依据；三是要依规全面从严治党，以党内法规全面约束和

管理党员干部，树立依法依规运用权力的法治理念，培育广大党员守法守规参与政治生活的法治意识，

破除“潜规则”，设立“高压线”，使党组织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三）完善政党制度，健全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则遵循

在我国，政党制度是党在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条件下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则遵循，其完善程

度直接关系党的领导水平。政党制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政党制度即政党学意义上的政党

制度，指的是有关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组织体系以及活动规范等各项制度安

排。”③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主要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党内法规制度。“广义

上的政党制度即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关于政党地位、政党结构及政党活动规范

的总称。”④在当代中国，广义上的政党制度即指《宪法》所明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
从政党自身的角度讲，党内法规制度作为党统一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

制为核心，由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组成的有机统一整

体。其中，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根本依据；党的组织法规为

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提供组织规则；党的领导法规为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

供制度支撑；党的自身建设法规为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行动指南；党的

监督保障法规为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提供制度遵循。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要健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以保障党员权利为起点加强党

内法规体系建设，以规范党内权力运行为目标推动党内法规运用实施，进而以法治价值和法治精神为

导向，将法律原则和法律方法体现于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另一方面，要推进

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同构与互动，形成“以党内法规有力引领和保障依法治国，从而向依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09 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92 页。
③ 王韶兴主编：《政党政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95 页。
④ 王韶兴主编：《政党政治论》，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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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各个领域提供最高权威性的重要机制”①，在努力构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相互保障的格局中，彰显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优势和实践效能。
从政党关系的角度看，“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②的政治格局，集中

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政权中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以及

政党间合作协商和互相监督的关系，集中反映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系模式。坚持和加强党对中

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特征的前提下，组织、保障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士广泛参政议政与开展民主监督，从而在集思广益中达成共识，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强大合力。这既是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科

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
（四）开发运用核心政治资源，巩固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动先

进论”和“领导地位天然论”事实上并不存在，破解历史兴亡周期率的答案之一就是，通过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始终拥有群众信赖这个关涉党生死存亡的核心政治资源。
“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④，这集中体现了党关

于开发运用核心政治资源的深刻认识。我们党明确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

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⑤，这深刻反映了党对开发核心政治资源重要性的准确把握。我们党郑重

宣示，“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⑥，这充分彰显了党运用核心政治资源

的实践自觉。继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一是要加强全党全国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使广大

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切实理解为什么要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弄明白应该如何进一步推

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二是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四风”、腐败等损害党内政治生态、破

坏党的形象的行为，使人民切实感受到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为了人

民的幸福安康，增强人民群众对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心认同。三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理清理

顺当前存在的社会矛盾，“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⑦，使人民群众自觉拥护

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四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鼓励人民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进一步提

升党的领导的科学化水平，动员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来推

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整体而言，党既要开展“自我革命”，不断提升开发运用核心政治资源的能

力，又要推进“社会革命”，培育高质量的核心政治资源，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相互形塑和革

命性锻造中，巩固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五）提升党的综合能力，强化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载体依托

党的综合能力属于政党文明范畴，它“标志的是政党履行职能的主观条件，是政党为维系自身生

存、发展与发挥作用而养成的基本素质在政党政治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技能与本领的总和”⑧。新时代

① 韩春晖：《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研究》，《中国法学》2021 年第 4 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政府白皮书汇编（2021 年）》上卷，第 225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第 367 页。
④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第 2 页。
⑤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第 2 页。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11—12 页。
⑦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第 2 页。
⑧ 王韶兴：《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视阈下的政党能力论》，《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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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①，从根本上讲就是

两条：一是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二是关键在于提高党的综合能力。其中，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是行动中党的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呼唤强大的综合能力，

强大的综合能力支持党的领导更加全面坚强。二者的同构与互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

发挥着独特的能动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要“确保始终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应对好时代挑战、回答好时代命题、

呼应好人民期盼，为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引领方向、凝聚力量”②。在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

党的综合能力以其科学性、实践性和有效性，使“我们党始终清醒地把握着正确的方向”③。而中国式

现代化对党的领导的价值诉求，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赋予党的综合能力以新的内涵，提出了更高要

求。从中国式现代化与党的领导的价值目标来看，提高党的综合能力的价值在于增强民主意识、培育

民主要素、完善民主机制、推动民主发展。因此，必须将党的民主属性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民主价

值有机统一起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以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基

于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相结合。从中国式现代化与党的领导的相互促进来看，提高党的综合能力必

须与党的领导、执政等职能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强大优势，正确处理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又要使党员干部在应对风险挑战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

长才干，为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累积经验。着力提升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能

力包括若干支点：一是提高管党治党能力、多党合作能力、领导社会能力、政党交往能力和网络治理能

力等党的基础性能力。二是增强由确立执政理念、明确执政任务、夯实执政基础、确定执政方略、健全

执政体制、选择执政方式、培育执政资源、优化执政环境等八个要素构成的党的关键性能力。三是优

化依规治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有机统一的保障性能力。四是培育发展党内民主、推动党际民主、健

全国家民主、实现人民民主四个方面的目的性能力。五是提升学习能力、创造能力、自我革命能力等

过程性能力。总的来看，党的综合能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了党的领导的价值表达体系，它贯穿

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过程。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Mechanism for Advanc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Ta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underscores the distinctive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ursu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 exists extensive academic 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at enable the CPC to 
lea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CPC effectively 
steers this process.  Centered on constructing a modern socialist state， the Marxist party’s goal has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3 页。
②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第 4—5 页。
③ 辛向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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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zed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towards national rejuvenation amidst momentous changes 
of a like not seen in a century.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a Marxist party inherently bind the 
party’s self-construction with the nation’s modernization endeavors.  Leadership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by the CPC entails addressing th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 ensuring that the pathway to 
modernization aligns with public interests.  The essence of CPC-led modernization is encapsulated by 
the Party fulfilling its roles， fost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elements propelled by 
both state imperatives and Party guidance.  The sustained author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Party 
necessitate a dual focus： on the Party members who form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and on the people 
who represent the social basis of authority， striving for a health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facets.  The CPC’s distinctive party culture has nurture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encouraging the CPC to embrace its mission in constructing a modern state.  The culture continually 
generates new resources， providing cultural sustenance and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The vigor of intraparty democracy injects life and dynamism within the Party， thereby 
energizing the CPC’s leadership in fostering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e should uphold 
democratic centralism， converting the 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of Party members into 
the cohesive force and focal point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party 
underpinned by the rule of law is a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for a law-governed state.  Elevating 
the legal governance standards of Party leadership ensures stability and maturity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 critical measure of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state governance， 
must perfect internal Party regulations and leverage the strengths of China’s new typ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rigor of the CPC’s leadership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eople’s endorsement represent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PC’s ruling legitimacy.  It is crucial to 
strengthen the bond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rough mutual shaping of own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Facing a long and challenging journey，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cessitates 
that the CPC continuously improves its comprehensive capacity to nourish the growth of the modern 
state with the support of a modernized party civi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Practi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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