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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核心要义、突出特点与重大意义 

蔺代标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全面深刻地阐释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核心要义、突出特点与重大意义，有助于系统准确把握其精髓要

义、重点内容、目标意图。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总结“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经验、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要阐释的核

心要义；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秉持实事求是和尊重历史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聚焦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这一主题、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形成的，有利

于增强历史认同和坚定开创未来的必胜信念、继续运用历史发展规律掌握历史主动、确保全党团结一致朝着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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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historical resolution of the CPC：Core essence， 

outstanding features and great significance 

LIN Daibi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re essence, prominent features and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third historical res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ill help to grasp syste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its 

essence, key content, objectives and intentions, reply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CPC” and what is the CPC 

going to d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why we were able to succeed in the past and how we shall continue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future”,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establishments” is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third historical resolution of the CPC.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are mainly embodied in adhering to th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methodolog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respecting history,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the CPC's major 

centennial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highlighting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ed at crucial historical moment，the third historical resolution of the CPC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historical 

identity and conviction of victory to open up the future, continuing to use the law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grasp 

historical initiative, and ensuring that the whole party is united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nial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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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制定历史决议的形式总

结党的历史是党的光荣传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自

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

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重大历史关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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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决议》），这是全会取得

的最重要成果。《决议》是一篇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牢记初心

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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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对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

也在系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深刻阐明“两个确立”

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进行战略擘画，必将对凝聚全党的思想共识、

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的伟大胜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必将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赢得更大胜利、争取更大荣光。 

目前学界对《决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

面：一是围绕《决议》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进行探

讨。李志勇提出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贯穿《决

议》始终的世界观方法论并具体展开论述[1]，陈金

龙认为《决议》坚持了大历史观，因为它从中华民

族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

宏大视野进行叙事和评价[2]。二是围绕《决议》展

现的党的历史自信进行探讨。陈金龙认为《决议》

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并从中国共产

党历史自信的内涵、底气、特点、价值等四个维度

进行论析[3]，车宗凯从实践基础、理论根基、精神

支撑、党的领导等四个方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何以

能坚定历史自信[4]。三是围绕《决议》肩负的历史

使命进行探讨。程美东认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共

同使命是总结经验教训、开创美好未来[5]，石仲泉

认为《决议》的历史使命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综上可见，学界有关《决

议》的研究视角较多，这些已有研究成果为本课题

提供了思想启发、指明了深化方向。然而，学界对

《决议》进行整体性解读的成果还有待继续充实，

特别是对其主题主线、核心思想、目的意图等进行

逻辑梳理和系统阐释的研究较为缺乏。为此，笔者

拟对《决议》的核心要义、突出特点、重要意义进

行全面阐释，以期能够为领悟其精髓要义提供理论

参考。 

二、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核心要义 

深刻理解《决议》的核心要义，需与习近平总

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所作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等结合起来

进行反复研读梳理，理清其主题主线，进而从丰富

的内容中提炼出核心思想，以便更加精准地理解

《决议》的精神实质。 

（一）系统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

么”这个根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始终坚

持和践行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7]。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先锋队”[8]，党的初心使命集中体现了党

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

党，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使之指

引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激励

着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

够保持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义无反顾地主动担

当起民族复兴的大任。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由小

到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其成功奥秘归根到底

源自其提出的纲领能够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诉求，以

实际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并从人民群众当中获

得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的历史。”[9] 

从《决议》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实际上就是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取得

的一切成就和不断总结的成功经验也都最终指向

党的初心使命，因而这也成为贯穿《决议》全文的

主题主线。《决议》序言第一句话即开宗明义地阐

明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指明了

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畏艰险干革命、搞建设、

促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决议》结束语

中向全党发出的号召“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10]首

尾呼应，共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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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个根本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

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但这些目标和任务总体上都服从服务于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1] 

此外，在正文的前四个部分开宗明义地阐明了

党在四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

基础”“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

的物质条件”，以及“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并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共产

党在百年奋斗中为践行初心使命所进行的艰苦卓

绝斗争、所做出的牺牲奉献和所创造的伟大荣光。

《决议》提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是基于继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

迫切需要，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是

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11],并论证了党在百年奋

斗中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

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总结党的百年

奋斗历史的根本目的是为新时代新征程汲取奋进

力量和历史经验，所以《决议》的第七部分开头第

一句便强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要“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并集中论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无论是回顾总结党的百年

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历史意义、历史经验，还是

《决议》的内容安排、话语表述、核心思想，都始

终在向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主题主线

聚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作出了深刻总结，他

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

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在践行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11] 

（二）全面总结“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经验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如

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

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2]“党的历史

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9]，主动对党的

百年奋斗历史进行全面总结，体现了百年大党高度

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以及善于通过总结历史经

验及规律继往开来的突出品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以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作为主题

的深刻原因不仅是呈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成就和

为此所付出的牺牲，也不局限于从过去的成就当中

寻找历史自信，更为重要的是“聚焦我们正在做的

事情”，充分总结好、挖掘好、阐释好党的百年奋

斗历史的成功经验和时代价值。为此，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强调，“进一步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11]是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历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决议》及十

九届六中全会的相关文件当中指明总结党的百年

奋斗历史根本目的的类似论述还有多处，如《决议》

提出全党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

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

功”[10]，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总结历史是为了

使全党从历史进程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

展大势……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地办好当前的事

情。”[11]实际上都强调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当中

总结经验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此外，从《决议》全文的结构布局上看，也说

明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重大成就及历史经验

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开

创美好未来。《决议》全文结构严密、层层递进，

前四个部分重点总结了党在四个历史时期团结带

领人民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就，即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四个伟大

成就”、创造了“四个伟大飞跃”。《决议》第五

部分紧扣前面四个部分对党的百年奋斗成就的总

结，对党在百年奋斗中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

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

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进行肯定评价，以此说明系统总

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

实价值。基于此，《决议》的第六个部分便从党的

百年奋斗中总结提炼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

上、坚持理论创新等十条历史经验，这十条历史经

验是党和人民历经百年求索、付出巨大牺牲共同创

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是党在百年奋斗中取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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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就、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新时代新征程

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交出更加优异答卷的

成功“密码”，它们对未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

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所以，在此基础上，《决

议》的第七部分着重阐明了在过去一百年交出优异

答卷的基础上，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

胜利和荣光，并明确了未来继续取得成功的奋斗方

向。总之，《决议》全文贯通历史、现在、未来，

既是对过去百年党的历史及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

为更加自信、更加坚定、更加从容地走向未来。 

（三）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政党要在众

多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并引领时代的发展，就须臾

离不开科学思想的指引。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组建起来的

先进政党，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党在各个

历史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

为做好党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前提，成为一个政

党理论上和政治上成熟的显著标识。 

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

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13]《决议》通过阐述

党在四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面临的形势和考验

表明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所以，以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通过不断地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将马克思

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

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向前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

强大思想武器。纵观党的百年历史，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对革命、建设、改革产

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指明了党带领人民该往哪里

走、中华民族该往何处去，是党在百年奋斗中创造

伟大奇迹、取得伟大成就的“指路明灯”。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

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14]

为此，《决议》还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强调它“是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

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的飞跃”[10]。 

此外，领导核心对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国

家的凝聚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曾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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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所以他强调“进入第

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15]，实际上指

明了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必须有一个众望所归

的领导核心。《决议》总结了以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

结带领人民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既旨在强调他

们是这一时期党的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又突出他们

在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体现了

党一以贯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和党的民主

集中制原则。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

局”，统揽“四个伟大”斗争，科学有力地回答了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三大时

代课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为此，《决议》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的十三个方面伟大成就和变革，并作出

了肯定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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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0]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深刻揭示

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党的百年奋斗中，正是

由于党始终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坚持用

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

制，始终维护和捍卫在实践中形成的、众望所归的

领导核心，始终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韧劲保持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

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才能够充分激发出来，党

才能够在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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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中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团结带领人民从

被压迫、被剥削的旧社会中解放出来，使中华民族

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因此，

集中论述“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是《决议》的

核心要义之一，它的基本思想贯穿党的百年奋斗

史，深刻揭示了党的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

原因，全党必须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使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当中续写新辉煌。 

三、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突出特点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

代背景和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要重点解决的

问题也不尽相同，因而它们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

点。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之

心、对历史经验的学习姿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

历史的科学态度，既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又将重点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 

其一，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对待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历史要树立大历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正

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历史、辩证地对

待党的历史，“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

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

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

本培元。”[9]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示

高级干部要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的相关文件，“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

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16]。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基于延安整风过程

中党内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争论激烈、思想斗争过

火而制定的，在决议稿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反复

强调不能否定一切，要将弄清思想问题与团结挽救

同志结合起来，所以，第一个历史决议虽然重点批

判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前的三次“左”倾

错误，尤其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系

统梳理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表现、危

害及其根源，但也没有否定一切，而是肯定了他们

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土地革命上的观

点和态度与全党是一致的。邓小平同志强调：“过

去的问题已经结束了，需要作个总结，不走这一步

不行。”[1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的核心内容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和毛泽东思想、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全面、

客观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

要人物的功过是非。主要目的是实现思想路线、政

治路线、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引导全党解放思

想、团结一致朝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战略部署迈进。总之，前两个历史决议不仅对重

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作出实事求是评价和

科学结论，而且推动了当时存在争议的、突出的历

史问题和是非问题高效解决。所以，《决议》肯定

了前两个历史决议在重大历史关头对维护党的团

结统一、引导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充分尊重和坚持前两个历史决议所作出的正确

结论，没有对已经统一共识的重大历史问题和是非

问题作出新的结论，而是以总结党的百年奋斗成就

和经验作为主题和重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明

确指出：“决议稿最鲜明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尊重

历史，反映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符合历史

事实。”[10] 

其二，以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为鲜明主题。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同党的前两个

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前两个历史决议

经由全党上下反复讨论、数易其稿，分别历时 15

个月、20 个月，体现了党对待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

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一贯比较慎重，广泛凝聚了全党

的共识、统一了全党思想，其所作出的基本论述和

结论至今依然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所

以，《决议》与前两个历史决议和党的相关重要文

件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所作出的评价、

结论、论述是一致的，这是《决议》始终坚持的、

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有利于避免在这些历史问题上

再起“硝烟”、防止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混乱。

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总结历史及其经验教训的

优良传统，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成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推动了党和国

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这段时间党取得的重大成

就，以及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及原因有必要以召开

全会并通过历史决议的权威形式体现出来。再加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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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建军九十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建党

一百周年等重要纪念活动、重要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对党的历史也作出了全面系统、思想深刻、特

点鲜明的科学总结，及时将这些新认识充实到《决

议》中，能够充分体现其突出亮点和重大贡献。值

得强调的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中也不可

避免地出现过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主流，也没有

影响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所以，以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作为《决议》的鲜

明主题，既体现了其突出特点，也明确了其重点内

容，有利于从党的百年奋斗中增强历史自信、汲取

奋进新征程的智慧和力量、促进党的团结统一、激

发全党的昂扬斗志，强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其三，以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重大成就和

新鲜经验为重点。《决议》既主题鲜明，又重点突

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议》的说明中明确指

出其重点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

重心放在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

就，以及积累的新鲜经验和取得这些瞩目成就的原

因。因此，《决议》既明确必须深刻认识到党在过

去一百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具

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又强调更为重要的是要

“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

的要求，“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在掌握历史发

展规律中赢得历史主动，争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续写伟大成就和胜利荣光。此

外，《决议》全文 3.6 万字，其中有 1.9 万余字的

篇幅是集中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新时

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就进行“全景

式描绘”和“百科全书式”的解读，其在《决议》

全文中的重要性和含金量可见一斑。具体而言，在

《决议》“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部分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核心内

容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进一步

丰富和发展为“十个明确”，即将党的领导分开表

述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两条，并增加了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条，相较于以往在表述顺序上也

进行了相应调整，特别突出的是将党的领导由最后

一条调整到第一条，表明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

要性，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实践中发展、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品格，并明确

了“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决议》还重点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伟大成就，涉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等 13 个方面，涵盖治党治国治军、

内政国防外交、改革发展稳定等领域，包含理论成

就、实践成就和制度成就，集中展现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

志性成果。这些伟大成就为新时代继续推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制度保证、物质

基础和精神力量，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由之路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正确性。 

四、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三个历史决

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来敢于主动并善于总结自

己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源源不断地从历史当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前两个历史决议通过对党内存在的

是非功过问题、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全面

客观的评价并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使全党上下特

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过去存在争议的历史问题上基

本消除了思想分歧、达成了一致共识、巩固了党的

团结统一，从而使全党的精力都聚焦在一定历史时

期党确立的目标和任务上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形成的，特别是为迎接党的二十

大作了重要思想政治准备，因而具有特殊而重要的

意义。 

其一，集中展现了百年大党的自觉自信，有利

于增强历史认同和坚定开创未来的必胜信念。“放

眼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

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深刻地、历史性地推动中华民族

发展进程。”[11]《决议》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的科学态度对待重大历史问题，既重点总结了党的

百年奋斗史中的伟大成就及其成功经验，也不回避

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主动学习党的历史、主动总结党的历史成就和经验

教训相统一、主动运用历史规律解决时代问题的历

史自觉和历史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

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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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11]再者，有利于增强对

历史的了解和认知，有利于强化对历史的自豪和自

信，“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

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18]《决

议》通过总结回顾党在四个历史时期各自面临的主

要任务、遭遇的困难挫折、作出的牺牲奉献、赢得

的巨大成就、取得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使全党受到

党的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伟大精神的教育

和洗礼，更加深刻认识到党在百年奋斗中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而是党始终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着践行初心

使命的实践活动，始终以自我革命精神保持自身先

进性和纯洁性，并团结带领人民历经生死考验、付

出巨大牺牲、坚持不懈奋斗的成果，从而进一步增

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党及其历史的认同。此外，

《决议》全面描绘党在百年奋斗中团结带领人民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波澜壮阔历程和实现的

伟大飞跃，其目的不仅在于从党的历史“功劳簿”

当中寻找自信，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探寻出“过去我

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的百年大党的成功“密码”，也能够在遵循历史规

律及经验中增强开创未来的现实自信和坚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必胜信念。 

其二，全面深化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有

利于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掌握历史主动。毛泽

东同志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

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

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

途的掌握就越主动。”[18]总结党的历史并不是沉浸

在过去的成就当中，而是要提高全党对历史规律的

认识、掌握和运用能力，教育引导全党以永不停滞、

永不僵化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继续追梦、圆梦，

在新的“赶考路”上续写新的荣光。《决议》的重

点内容除总结四个历史时期党的重大成就外，还着

重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提炼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等十条历史经验。这十条

历史经验凝结了百年来党和人民的智慧，集中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

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接续奋斗理论和实践

的科学总结”[11]，是党在百年奋斗中取得重大成就

的奥秘所在。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

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转变，党面临的“四大危险”

和“四大考验”，对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诸

多前所未有的时代课题。要和过去百年一样答好新

时代新征程上的“答卷”，就必须倍加珍惜并与时

俱进发展党在百年奋斗中取得的历史经验，将之作

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理论创新和自我

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将之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的思想理论指引，从历史经验中提高制

定战略策略、分析判断形势、作出科学决策的能力，

从而抢占发展先机、有效应对危机、赢得历史主动。 

其三，广泛凝聚了全党的智慧和共识，有利于

在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

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同

志特别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

样”加入这个决议的第二部分中[20]。邓小平同志在

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

强调，要“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

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

一致向前看。”[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的百年

奋斗成就及经验进行总结，有利于“推动全党进一

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10]由此可见，

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团结一致向着一定历史时期党

的目标和任务奋进是三个历史决议一致的目的。从

《决议》的起草过程来看，它和前两个历史决议一

样也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

修改、达成一致共识后正式定稿的。所以，《决议》

对党的百年奋斗中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

评价，广泛凝聚了全党的智慧和共识，其主题主线、

核心思想、重点内容反映了全党的一致心声和愿

望，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从《决议》提出“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来看，它科学地、有说服力

地论证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根

本原因是始终坚决捍卫“两个确立”，这一重大政

治判断有利于全党更加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并坚决地

贯彻落实，有利于使全党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确保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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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调一致地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并为党的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理论创新成果和作出

的政治判断奠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发扬历史主动

精神，善于将历史的经验教训转化为践行初心使

命、继往开来的精神力量。前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党

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之际

作出的，均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重大历史问题和功过

是非问题的解决，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到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

必将对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深刻领会和坚决捍

卫“两个确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从核心要义、突出特点、

重大意义三个维度对《决议》进行全面深刻释读有

助于精准领会决议的精神实质和目标主旨，“聚焦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在掌握和运用历史发展规律

中继续掌握历史主动，并为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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