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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
一个理论考察

周绍东　李　晶

摘要: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个重大历史决议进行学理性研究,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界一项重要的理论任

务.作出历史决议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回顾党史、总结和提炼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国

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革

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两种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样态”.面对“时空压缩”的时代新格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百年党史进行了多维度的梳

理和总结,将革命和现代化两大主题结合起来,提出了唯物史观新的中国化样态———革命的现代化史观.
以“革命的现代化史观”梳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最根本的要求是以革命的视角把握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通过党的自我革命继续推动社会革命,既要利用社会形态特征重叠、全球空间联系不断加强

所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又要打破市场原教旨主义横行、资本无序扩张、自然经济保守思想限制、逆全球化浪

潮冲击、国家内顾倾向抬头等不利因素,从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宽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实践深度,以塑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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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样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聚
焦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

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身历史进行过经验总结,先后作出了两个历史决议.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

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

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① 因此,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深刻内涵和逻辑

关联,就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理解中国共产党梳理和总结历史的方

法论,进而形成正确党史观.
史观属于历史学本体论范畴.所谓史观,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

本观点与理论体系,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１９世纪以来,在批判古代史学“天命 神学史观”和
近代史学“人性 理性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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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①唯物史观将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原因

和根本动力归结于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在这种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形成了生产关系.在由生

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又形成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有关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

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

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

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整个社会形态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趋势,也就是从原

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由“人的相互依赖”向“物的相互依

赖”再向“自由个性”演进的趋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

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

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③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分析和总结历史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在给蔡和森的信中

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④习近平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

方法.”⑤需要注意的是,唯物史观只是提出了分析历史、看待历史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从来没有将唯物史观一般化、绝对化.唯物史观提供了分析历史演进规律和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基

本工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答:经济、政治、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
文学艺术等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人们的经济关

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和文化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和体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应

该怎样评价和看待精英人物和普通大众在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

题,就必须考虑国家或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人口结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
把唯物史观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和多样

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跨越性和不可跨越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从而科学地提炼和总结特定国

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经验,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形成唯物史观的“特殊样态”⑥.
在灵活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先

后形成了唯物史观的三种“中国化样态”,即１９４５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体现出的革命史观、

１９８１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体现出的现代化史观、２０２１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体现出的革命的现代化史观.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革命史观

１９４５年４月,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决
议»),重点总结了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７年这十年党的历史,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第一个

«决议»蕴含的历史观主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史观.革命史观可以被用来泛指从现实革命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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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历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历史观①.纵观整个中

国近代史,都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直面考验、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革命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的第一个中国化样态,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出发,运用

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对象和根本动力.
实际上,“经济基础变化 上层建筑改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们所开展

的相当一部分救亡图存运动.譬如,在近代中国,洋务派、维新派人士都提出要在维护现有政治制度

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良,辛亥革命尽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

有真正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面貌;而从２０世纪初开始,“实业救国论”主张通过国家工业化改

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从生产力发展入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可以被视为旧中国救亡图存

的第一条思路.同时,还出现了救亡图存的第二条思路,也即着眼于“文化革命”———通过兴办教育提

高国民素质,从而改变中国.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都在这条路径上进行了努力和尝试.譬如,
晏阳初提出了“平民教育”理念,梁漱溟兴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②,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更是

闻名于世③.不难发现,救亡图存的第二条思路把目光集聚到文化和教育层面,试图将思想上层建筑

的变革作为导火索,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但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都
无法实现中国救亡图存的目标.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苦探索,把唯物史观

真正地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第三条思路———首先在上层建筑领域发动政治革命,建立起新的

国家政权,进而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改变旧中国的经济基础,最终实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史观是在与“教条主义唯物史观”的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的.教条主义唯物

史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教条化理解,二是对俄国革命经验作教条化理

解.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史观既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不

同于苏联模式.之所以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于中国革命所选择的道路是从上层建

筑革命到经济基础革命的顺序,与那种经济基础变革引致上层建筑革命的路径存在很大差异;与苏联

模式的不同,则在于中国革命的逻辑是从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出发,从而走出了一条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与“托陈取消派”之间的斗争,就是革命史观与教条主义史观交锋的经典案例.大革

命失败后,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认为,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沉重打击

了封建残余,在政治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带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④,因此,中国共

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其革命策略应调整为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起来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⑤.这些观点只是在表面上遵循了唯物史观原理,根本没有看到中国社会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深重灾难之中,因此也就无法作出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问题的正确判断.
中国革命模式与俄国革命模式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譬如,王明本

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以“左”的面目示人的,其授意博古等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照搬照抄

俄国革命模式,几乎葬送了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而１９３７年返回延安后,王明又表现出右倾姿态,完
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反复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⑥.王明在延安再版了

他的著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再一次提出要按照所谓“国际路线”制定政策,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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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毛泽东愈发意识到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影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①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党的六届七

中全会闭幕当天,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

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代

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决议»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观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教条主义唯物史观”的破产.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现代化史观

十年“文革”结束后,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

深刻认识到,要把党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对相关的重

大事件和领导人物进行历史评价.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必要的思想先导就是重新审视以“革命”
为核心的历史观、党史观.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重点考察了唯物史观有关社会形态演进的“三
形态论”,进一步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业已形成的“现代化史观”.

在多处阐述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

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

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

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

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③.第一大历史阶段反

映了自然经济社会的特征.自然经济社会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而出现,其发展横跨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和封建社会.而随着这三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在不断削弱,人与人之间

由于血缘、宗族和地缘因素而结成的依赖关系也在不断削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阶段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特征.由于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人们生产活动的成果已经超出了满足自身

和家庭生活生产需要的限度,开始出现剩余产品.此时,将这些剩余产品拿去“交换”,形成了商品货

币关系和交易市场.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宗族以及由地缘因素而结成的依赖关系转换为商品交易关

系,并由此产生了“商品拜物教”———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人自身劳动相对立.④ 而只

有到了第三大历史阶段,也即共产主义社会,才可以实现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基

础上的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完成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否定之否定”.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生语境的“现代化”是在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时出场的,也就是说,

只有当人类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发展阶段后,人类才真正走向“现代化”.

１４、１５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整个人类社会被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

的世界市场,从而进入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

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意识到传统的“革命史观”已经不能完整地概括中国近现代以来党所开

展的各项工作,开始以“现代化”的视角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譬如,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通史»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应该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中心,同时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
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⑤.这本书的题名采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而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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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表明该书已不是纯革命史,而是兼顾了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发展状况,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更
全面的近代社会发展史.同时,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逐步形成了自身对

“现代化”的一整套看法.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①.

１９７５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
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并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

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②.

但是,作为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中国对待“西式现代化”的态度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

长期对立局面的影响.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这本身是“前三十年”积累的重要经验之一,但
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客观现实又使得我们与现代化的世界潮流隔绝开来.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的重大

意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③.这里的拨乱反

正,最核心的含义,就是重新回到“现代化”这条主线上观察历史、思考历史,进而重新出发.换而言

之,现代化史观重新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纳入发展目标中,并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出发赋予其

以中国特色的内涵.
在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相结合的基础上,第二个«决议»重新审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

并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出发,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这个

判断的依据是重新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相比,第二个«决议»
改变了“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这是因为,经过三

十多年的建设,我国在实践中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变了落后的农业国面貌.但

是,第二个«决议»形象地描绘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国的基本国情———落后的社会生产、低下的消费

水平、贫瘠的文化生活.
第二个«决议»中表现出的现代化史观,与唯物史观和革命史观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与唯物

史观的联系来看,现代化史观强调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变革在社会形态变迁中所扮演的“第一动

力”角色.恢复了唯物史观本身的内涵与逻辑:首先改变上层建筑,再改造经济基础,进而推动生产力

发展.并且,与文本意义上的一般性的“第二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同,中国共产党人

在现代化史观的引领下,作出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第二大历史阶段是无法超越的、我们所建立的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重大判断.从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

的关系来看,现代化史观并没有取代革命史观,改革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仅如此,现代化史

观包容了革命史观.与革命史观不同,现代化史观的中心议题不是单纯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通过

发展来巩固和保护政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决议»又一次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史观的成熟.也正是通过运用现代化史观,第二个«决议»客观评价了新中国成立

后“前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四、第三个历史决议与“革命的现代化史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党的百年历

史,特别是２０１２年以来党的奋斗历程进行新的提炼总结,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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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决议»).从学理上

来看,第三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准确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有

机结合起来的产物.对于站在“两个百年”目标交汇点的中国共产党而言,第三个«决议»具有极其深

远的历史意义.
(一)“时空压缩”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１４、１５世纪开始,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现代化”时刻,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所掌握的

生产力水平.同时,由于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国家,因
此,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间被不可避免地画上了等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附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

性”也被视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人类文明形态.譬如,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指出:“现代性借以产

生一个新的工业与殖民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

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

界”①.尽管一些后发国家作出了独立建设现代化事业的探索和努力,但大部分都遭遇到挫折,甚至

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东欧国家的现代化尝试也均半途

而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西式现代化道路

的实质就是一条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接受西方现代性实际上就要承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

问题,因此,必须独立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也即“扬弃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独立不等于封闭保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完全可以避免

“独立 贫困”“发展 依附”的二分法,在开放的基础上实现独立自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摆脱贫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选项.党的十八大

以来,国内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时空压缩”格局更为突出地呈现出

来.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共时性”特征,这种“共时性”是指人类三大

社会经济形态的某些特性在现时代的中国并存共生.在唯物史观看来,在人类社会的第一大社会形

态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通过血缘纽带结合起来开展生产活动,由此形成了“人的依赖关系”;在第二

大社会形态中,资本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性”;在第三大社会形态中,“自由人联合体”自觉地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联系起来开展生产,个体劳动

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人类也由此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历史,作出了我们仍处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也

即我们仍处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历史时期.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中又呈现出很多与一般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

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就在于:在现时代的中国,“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以及“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三大历史形态的某些特征是并存共生的.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看,之所以不同历史形态

特征能够并存于同一时空,在于“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

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
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③.譬如,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既明确

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根本原则,但同时又强调政府

所实施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特质———不仅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制定

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长期远景展望以及各种具体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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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体现出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面.与此同时,政府管理中的“人治”特点还比较明显,这不仅

表现在上下级官员之间存在着裙带关系和政治攀附,而且在基层治理中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宗族、血
缘和地缘关系处理一些公共事务,如此种种现象,都是“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残留.

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面临着空间压缩和空间撕裂双重叠加的境况.一方面,随着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一再压缩,社会交往更为密切,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在世界舞台上发

挥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进程造成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受

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民族产业和劳动就业等各种动机,国际金融市场异动、贸
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潮流,对全球化发展带来了负面冲击,而中国也

走到了与美国及其他传统强国发生更加深入和更加复杂的全方位碰撞接触的历史关口①.这就在空

间层面形成了融合与对抗并存、压缩与撕裂同在的特殊时代场景,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

特殊国际环境.
(二)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以“革命的现代化史观”梳理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要求必须以革命的视角把握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既要利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大社会经济形态特征并存、世界各国空间联系日益紧密所

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又要巧妙地打破“时空压缩”所引致的不利格局,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

宽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度.
仍然以市场与政府关系为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打破社会形态特征重叠的限制.由于

我们仍处在第二大历史阶段,因此,就必然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途径,同时发挥政府的调节作

用.但是,由于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底层逻辑的,这就决定了不能把政

府作用仅仅定位在实施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的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的实质是社

会主义国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发挥其保护经济基础的作用.因此,我们还需要从社会主

义国家性质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历史定位来看,我们还处在第二大历史形态向第三大

历史形态过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②,必须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因此,与第二大历

史形态中“一般性”的市场经济相比,我们的市场经济不仅仅包含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容,还涉及贯彻党

和国家的意志.一方面,国家是公有制经济的出资人、控制人和受益人,国家可以把公有制经济和国

有企业作为宏观调控的微观抓手,实现国家调控经济的目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根本

上体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决定.譬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的起草,都是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牵头成立起草小组编制,并直接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以下简称«建议»),并正式对外公布.在«建议»正式公布之后,再形成“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编

制的初稿.从这一角度而言,构建中国特色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过程,就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物质文明的

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建设政治文明的过程.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产

物.我国拥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历史,以科层制管理为特点的中央大一统体制在漫长的时间

长河中始终占据了主流,这也造就了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人的依赖关系”.在自然经济历史时期,市
场与政府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领域,我们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既保证中央的绝对权威和统一决策,同时又注意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央和地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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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官员的任免、流动和交流,形成了具有凝聚力和整合力的科层治理网络.① 这种结构性的科层治理

网络,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为推动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

中国特色市场和政府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来源.从这个案例不难发现,走一条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一方面要深刻把握和理解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总方向,通过推动社会革命突破“第二

大历史形态”的种种局限;另一方面,又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髓,推动“第一大历史形态”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体制层面的革命,同时也是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

的过程.
从打破空间割裂的限制来看,必须把握“世界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丰富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②的客观必然性,厘清世界社

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征,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着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人类文明发展

作出贡献.另一方面,要准确认识我们仍处在“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定位,立足于本国国情开展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前,逆全球化浪潮此

起彼伏,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单边主义和内顾倾向愈演愈烈,但这实际上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提供了一个“危中寻机”的历史窗口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开始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

出口导向的粗放型低水平发展模式,推动技术革命,开展管理创新,着力开辟一条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同时,在区域和对外开放层面,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建

立,改变了长期以来单向融入海洋文明的开放思路,描绘了一个更为长远的全方位开放场景.
总之,要通过深刻的社会革命,变“时空压缩”的不利格局为“时空拓展”的积极姿态,变“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为“百年未有之大新局”.既要利用社会形态特征重叠、全球空间联系不断加强所带来的红

利和机遇,又要打破市场原教旨主义横行、资本无序扩张、保守思想限制、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国家内

顾倾向抬头等不利局面.不仅要避免被禁锢在自然经济的“世外桃源”,还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

峡谷”、挣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朝着更高层面的“自由个性阶段”发展.唯如此,才能拓展“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运行宽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度,塑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三)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掌握“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到“继续革

命”再到“改革就是革命”,革命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从自我革命来看,一百年来,党领导

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百年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不

是不犯错误,而是敢于直面问题,改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在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无数次从重大

挫折中走出来,从八七会议到古田会议,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运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新时代全

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始终把自我革命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壮士断

腕的巨大勇气开展自我革命,重典治腐,强力肃纪,纠正了一些长期以来未能得到纠正的沉疴痼疾,党
的面貌和形象得到极大改善.

从社会革命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

命”③.从建党伊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包

括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灭社会阶级等.后来,社会革命的含

义得到拓展,成为一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根本性变革的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
社会革命的概念拓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社会革命.这些新概念都极大地拓展了社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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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来看,第三个«决议»用“十个明确”精辟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深刻揭示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伴相随、互促共进的辩证关系,充分表

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

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乡村振兴与

精准扶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等改革措施.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
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９８９９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历史性消

除”①.在党的建设方面,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
以坚如磐石的意志正风肃纪反腐.在文化建设上,秉承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涵养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以革命文化淬炼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为政清

廉的文化土壤,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的品

格和最大的优势,是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的动力源泉,是党百年来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

制胜法宝.我们党正是依靠自我革命,成功消除了党内重大隐患,破除了利益固化的藩篱,有效提高

了自身战斗力、凝聚力和组织力.这些“自我革命”的举措,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
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与接受.这恰恰是第三个«决议»揭示出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最后,以“革命的现代化史观”梳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可以得出一个重

要结论:无论是开展自我革命、社会革命还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个坚

强的领导核心.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第三

个«决议»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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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两个“确立”,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树立了思想旗帜,
提供了理论武器与科学行动指南.

五、结语

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丰富内涵和逻辑关联,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党史观

是一个“规定性”不断增加的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最根本的唯物史观出发,结合

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过程形成了“革命史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

的历史进程出发,把党的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纳入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继续推进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业已形成的“现代化史观”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史观”和
“现代化史观”结合起来,对党史的回顾与总结从单线条的“平面梳理”逐渐转变为多线条的“立体梳

理”,这极大地增加了党的历史经验的厚度,有力地增强了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开创未来的启发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决议»,运用“革命的现代化史观”,对百年党史作

出了新的总结和梳理.当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时空压缩”的时代背景,三大社会形态的特征重叠交

织,全球化格局与逆全球化浪潮共生并存.为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拓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
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倡导和建设的现代化必定是覆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方位的、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五大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开展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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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模式革命、政治管理体制革命、文化形态创新革命、社会治理机制革命、生态文明环境革命等五大社

会革命的过程,而要推动这五大社会革命,又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这就是运用“革命的现

代化史观”总结百年党史、提炼历史经验对现时代实践的重大现实意义.

HistoricalMaterialismandtheHistoricalResolutionof
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TheoreticalInvestigation

ZhouShaodong　LiJing
(SchoolofMarxism,Wuhan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２,P．R．China)

Abstract:ItisanimportanttheoreticaltaskforthecurrentMarxistacademiccirclestostudythethreehisＧ
toricalresolution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heprocessofmakinghistoricaldecisionsisthe
processinwhichtheChineseCommunistsusehistoricalmaterialismtoreviewpartyhistory,summarizeand
refinehistoricalexperience．DuringthenewＧdemocraticrevolution,theChineseCommunistsformedthe
“revolutionaryhistoricalview”fromthehistoricalmaterialismandcombinedwiththeprocessofrevolutionaＧ
rystrugglesincemoderntimes．Startingfromthehistoricalprocessofsocialistrevolutionaswellasreform
andopeningup,thehistoryofthepartyandthehistoryofmodernChinahavebeenincludedintheprocess
ofmodernizationallovertheworld,whichhascontinued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modernhisＧ
toricalview”formed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Facingthenewerapatternof“spaceＧtimecompresＧ
sion”,“TheResolution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onthe majorachievementsandhistorical
experienceofthePartysCentennialStruggle”adoptedbytheSixthPlenarySessionofthe１９thCentral
Committeecombsandsummarizesthecentennialpartyhistoryinmultipledimensions,combinesthetwo
themesofrevolutionandmodernization,andproposesanewformofSinicizationofhistoricalmaterialismＧ
“thehistoricalviewofrevolutionarymodernization”．TosortoutmodernChinesehistoryandthehistoryof
theCommunistPartyofChinawitha“revolutionarymodernviewofhistory”,themostfundamentalreＧ
quirementistograsp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fromarevolutionaryperspective．Underthebackground
of“spaceＧtimecompression”,bycontinuingtopromotethesocialrevolutionthroughthepartysselfＧrevoluＧ
tion,wenotonlymakeuseofthedividendsandopportunitiesbroughtbytheoverlappingcharacteristicsof
socialformsandthecontinuousstrengtheningofspatialties,butalsobreaktheadversesituationoframpant
marketfundamentalism,disorderlyexpansionofcapital,thelimitsofconservativethinkingofnaturaleconＧ
omy,theimpactoftheantiＧglobalizationwave,andthetendencyofnationalintrospectionandrising．Itwill
expandtheoperationwidthof“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road”andtapthepracticaldepthof“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ordertoshapeanewformofhumancivilization．Inordertobroadenthe
path of ChineseＧstyle moderniz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the practice of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thisgreatchangethathasnotbeenseeninahundredyearsof“spaceＧtimecompression”,

themodernizationweadvocateandbuildmustcovermaterialcivilization,politicalcivilization,spiritualciviＧ
lization,socialcivilizationandecologicalcivilization,withallＧroundandcoordinateddevelopment．
Keywords:TheCommunistPartyofChina;Historicalresolutions;Historicalmaterialism;Modern
historicalviewof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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