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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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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内政治文化本质上是党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集中反映，是政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

中形成发展的党内政治文化，为党的自身建设、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的领导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党内

政治文化助力思想建党、制度建党、从严治党，为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蕴含的真理力量、人格力

量、组织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文化支撑；引领奋进目标、凝聚一切力量、形成政治认同、塑造

先进性形象，为实现党的领导提供了鲜明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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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ANG Jie, ZENG Huafeng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party is essentially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soul and bann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well.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CPC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course of one hundred years has made indelibl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Party’s self-constructi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Party has facilitated 

building the Party’ ideologic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which has provided abundant spiritual nourish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Party. The power of truth, 

personality and organization embedded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Party has provided a solid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oreover, the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can also initiate the goal of 

forging ahead, pool all the forces, form political identity, shape the image of advanced nature, and provide a distinctive 

value guid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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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

出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 也是“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

明确提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一重大命题”[1]。在党

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又进一步指

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

的文化”[2]。在这些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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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党内政治文化科学内涵的五个要素，提出了加强党

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党内政治文化研究是一

个老议题、新课题，涉及时代背景、目标任务、实践

体系、路径方法等政治宣传性解读，涵盖理论逻辑、

内涵意蕴、精神特质、功能特征等学理性分析，但在

探讨历史渊源、重大贡献、现实基础等方面研究较少。

笔者拟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梳理

总结党内政治文化的历史性贡献，为深化理论研究提

供借鉴，为探索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一、党内政治文化为党的发展壮大提供

丰厚精神滋养 

在政治价值观体系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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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一个重要现象。虽然这个概念提出时间较晚，

但党内政治文化自党的诞生以来就已经存在，经由

党的政治立场、政治信念、政治理想、政治情感来

承载和彰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为促进党的建设发展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滋养。 
1．奠定了思想建党的理论基础 
党内政治文化在根本属性上体现党的政治价

值追求，是以文化的方式深入党员的精神世界，从

根本处、源头处推进党的建设。无论是坚持马克思

主义，还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都

以思想建党为依归，党内政治文化完成了党的政治

价值观的历史性建构。 
坚定全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党内政治文化是

承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的“体”，奠定了中

国共产党成立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是思想建党的逻

辑起点。从文化渊源来看，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化思考，从深层的思想文化层

面持续发力，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充分

体现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毛泽东在建

党之初就主张，要发展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

同志”做党员，对不能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要“除名”。

中国共产党持续为思想建党提供文化涵养，先后在

延安整风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21世纪之初、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几
次大规模的学习教育高潮，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历久弥坚。正是以党内政治文化柔性滋养理想信

念，深化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

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也持续增强。 
强化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党内政治文化是赋

予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源”，体现出一种更基本、

更深层、更持久的内源性文化力量。正如马克思所

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

的思想”[3]。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
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做《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报告，详细分析和批判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

来源、表现和危害，同时指出纠正的方法。1949年
3 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命题。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自觉审视自身建设的文

化属性，提出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文化、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等一系列概念。通过各历史时期的文化力量转

化，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党具有强大

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解决党员思想入党问题。党内政治文化是提供

衡量思想建党标准的“核”，彰显共产党人的政治

心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想这一有机

体系。就其本质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所诠释的是“基

于特定政治关系之上的思想问题，根据某种他们所

认可的原则而结成组织”[4]。1935 年 12 月，瓦窑
堡会议决议首次系统论述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和

方法。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

内政治文化建设每前进一步，思想建党就跟进一

步，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进行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

索。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调整文化发

展战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强化“四

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夯实党的建设思想根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由

“自发”向“自觉”转变，借助于为广大党员所“认

可的原则”固本培元，确保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实现思想入党的长久性。 
2．提供了制度建党的基本遵循 
党内政治文化内含法规制度的基本要素，制度

建党只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从根本上

来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就是制度文化，通过

把党的成功实践探索用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

发挥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开启制度建党实践探索。党内政治文化是一个

具体的、实践的范畴，建立一系列党内活动规则，

为制度建党奠定基础和提供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

初期，党内政治文化从基本理念、价值导向和核心

精神等方面为党的制度建设提供支撑，拉开了制度

建党伟大实践的序幕。1921 年党的一大明确的组织
原则、组织机构等基本问题，就是制度建党的最初

遵循。之后，中国共产党发挥政治文化的载体优势，

以纪律规矩为导向，形成优化制度的“滚雪球效应”。

党内政治文化孕育形成党的制度性基因，持续涵养

制度建党的良好生态，形成了纵向有中央和基层的

组织体系，横向有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

核心的一套制度体系，严格要求和管理党员。 
形成制度建党重要成果。“党内政治文化是在

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形成的，又会对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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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成熟、定型起着重要作用的一种特有文化。”[5]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党的实践创新，就植根于党内政

治文化的发展，是历史演进和时代变革之思的辩证

统一。党的二大正式制定党的章程，对党员条件和

入党手续、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制

度作出详尽规定。党的四大修订党章，第一次将党

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后来，历次修订党章

都突出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纪律等内容，持

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中国共产党把领

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探索，固

化为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体

现到党章中，进而发挥党章的指导作用。党内法规

制度价值体系的建立，不管是制度设计，还是制度

理念，都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要求，是党内政治

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晶。 
推进制度建党纵深发展。党内政治文化以制度

的执行力和约束力界定党员行为规范的边界和底

线，构建了制度建党的科学方法论。党内政治文化

贯穿于党的制度建设始终，为制度建党提供着充足

养分，在逐步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的同时，也充

分发挥制度的惩戒作用，全方位彰显制度的威力，

确保了党内法规落地生根，党内制度能够刚性运

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以思想

方法革新，更好地服务于制度建党方法创新，扎紧

制度笼子，出台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

性的法规制度，党内制度建设日益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建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3．营造了从严治党的环境氛围 
党内政治文化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两个维度上，形成了一种协调的良性互动关系。中

国共产党坚持发展党内政治文化，厚植深入人心的

土壤，使从严治党内化为广大党员的行为指导，营

造了依法治党、从严治党的浓厚氛围。 
严明党的纪律要求。纪律严明是党内政治文化

的内在组织性要求，也是塑造政党魅力的有效方

式。党的一大纲领把纪律严明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

重要内容，对党的纪律作出明确规定。党的二大提

出，党的组织和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

的。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规定了“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严厉禁

止党内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论和行为。正如邓小

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

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6]。进入

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

内监督，“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律、守底线，

习惯在受监督的环境中工作生活”[2]。正是这种严

明的纪律，不仅保证了党的先进性，而且赢得了人

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进而也成为党绝对领导下人

民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文化是涵养党内

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构成党的建设运行的重要文

化软环境。1932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富于组织性

纪律性”。他多次强调，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

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江泽民指

出，“我们党已经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要用这条路线来指导我们健全党内政治生活”[7]。

胡锦涛要求，“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坚持原

则，一身正气，严格按党的政策和规矩办事”[8]。

习近平强调，“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

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

奠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

的导向。 
严格党的自我要求。党内政治文化在从严治党

上是外在约束与自我要求相结合，形成一种强烈的

约束意识和习惯。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可

以发现，许多党员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都与缺乏约束

密切相关。1929年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要
“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

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9]。

从学习到认识，从认识到认同，再从认同到自觉，

党内纪律逐渐融入党和人民军队的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并在党的历史中得

到了传承和弘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铁一般的纪律

文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要把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

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10]。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新的历史

使命、开创新的伟大事业，必须始终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中国共产党百年自身建设的实践表明，

坚持从严治党，严格执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党内

政治文化始终在从严治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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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二、党内政治文化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坚实文化支撑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国运强。中国共产党党

内政治文化蕴含着政治社会理论和实践话语体系的

重要元素，契合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

想，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推进

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大业，实现了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社会举世震惊的重大变化。 
1．为实现伟大事业提供真理力量 
党内政治文化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昭示了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

大思想武器，更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救国

富国强国的科学理论指南和力量之源。 

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内政治文化是一

种信仰型政治文化，积淀着党的政治主张、政治观念、

政治灵魂，体现着党的奋进方向、前行姿态和革命状

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在回答应该坚持什

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

教义，而是方法。中国共产党深刻揭示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内在逻辑，经过长期探索，不断把坚持马克思主

义提高到新的境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最终选择

和确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辉煌成就，国家、民

族、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并逐步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内政治文化彰

显科学真理的方向指引和动力支撑，“表征着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性”[11]。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马克思

主义不是教条，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动

态性和开创性，根据中国国情、时代条件和实践变

化，持续开展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伟大飞跃，向世人昭示马克思主义的鲜活性和生命

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

时度势，提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

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牢牢掌握党内政治文化

发展的主导权，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壮大指明前进

方向，提供坚实理论基础和强大精神动力。这种理

论强党的文化源头，正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恒久价值

所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党内政治文

化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闪烁着耀眼的

真理光芒，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

和精神特质。党的百年理论和实践具有唯物辩证的

哲学智慧，就有赖于党内政治文化的一贯稳定性。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运用唯物辩证法观

察分析当代世界与中国，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事关国家和人民前

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坚持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实际作为兑现对历史和人民的

承诺。党内政治文化，蕴含着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

的科学思想方法，维系着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根

本立场，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历史突破，不断推进党

的伟大事业。 
2．为实现伟大事业提供人格力量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政治文

化体现着党的基本性质、政治倾向与进步水准，指

引和制约着党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党内政治

文化蕴含的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成为其闪亮的精

神名片。 

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党内政治文化是一种

参与型政治文化，反映党内政治实践活动，最终主

导和塑造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长期以来，中国

共产党着眼于突出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坚

持把党性教育作为塑造党员的内心、增进党员的价

值认同和情感认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长期举措，

不断开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国史、党规党纪

为主要内容的党性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党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

习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有效发挥了党内政治

文化的导向功能，使全党在新时代始终保持无产阶

级政党的先进性。 
发挥党员干部的榜样示范作用。党内政治文化

反映着党内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和政

治思想，具有较强的党的理想信念的整合能力和凝

聚力量。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党员在党的政治实践

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党的领袖、领导干部是先锋队里的排头兵，党内政

治文化实现导向功能的重要方式就是他们的榜样

示范。建立在对党员的政治身份以及综合素质的严



 
 

第 22 卷第 3 期         杨 杰等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历史性贡献                 13 

 

格要求之上，党的领袖的政治品格对全党具有强大

的感召力，引领普通党员自觉向领袖看齐，向领袖

学习。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示

范作用，大部分领导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忠

诚履行领导干部职责，使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作用

得以充分发挥。 
注重先进典型的激励作用。党内政治文化给予

政党发展的精神能量补给，提升和拓展党员干部的

政治境界，影响和塑造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邓小

平曾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

二靠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

树立和宣传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如革命时期的刘胡

兰、董存瑞、张思德等，新中国建设时期的雷锋、

焦裕禄、王进喜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孔繁森、杨

善洲、郑培民等，新时代的黄大年、杜富国、张富

清等。这些先进典型的故事可亲可信，事迹真实感

人，为全体党员立起了行动的标尺，对树立党的良

好形象、扩大党的影响、增强党的感召力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3．为实现伟大事业提供组织力量 
从组织文化角度考察，“党内政治文化是一种标

识政党本质属性的组织文化”[12]，既是维护和巩固

党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也是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

团结在党的旗帜下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党内政

治文化所蕴含的组织力，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得到了

证明。 
把党的自身组织力量建设强大。党内政治文化

在政党组织内部生成，体现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对

政治实践的文化思考与价值导向，犹如一条红线贯

穿党的建设之中，不断增强党自身的组织力量。

1929年 4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
信》中首次提出党的组织力这一概念，后来又在《论

持久战》《组织起来》等文献中反复强调组织群众

和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和方法。自从有了中国

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原因就在于

党拥有强大的组织力。建立完善党的各级组织，发

展壮大和纯洁党员队伍，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

五湖四海的原则方针，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形成了一支宏大的党员干部队伍，这是党最大的组

织优势和政治优势。 
把全体党员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党内政治文化

旨在以共有价值观、共同规范与统一目标推进党的

整体目标实现，构筑起广大党员同向发力的理论支

撑和可靠保证。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组织层级清

晰、上下秩序严明的政党，还是一个全党上下有着

共同价值取向和政治认知的政党。共同的价值取向

和政治认知，依赖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从功能主义途径来看，党内政治文化促进党员个体

的思想自律和党组织的思想觉悟，是形成党的凝聚

力的“粘合剂”。党内政治文化犹如遍布全党各组

织与全体党员的神经中枢，通过统一全党意识，凝

聚全党意志，使全党成为一个紧密团结、具有强大

战斗力的有机体，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征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把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把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整体布局，依托从

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以党的制度优势和组织

优势形成全党全国的合力，发挥行之有效的领导作

用。党内政治文化可以统一全党意志，为党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党

内政治文化具有科学性、民族性的鲜明特征，既符

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又切合中国人民的政

治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汇聚起实现伟大

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三、党内政治文化为实现党的领导提供

鲜明价值引领 

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反映人们政治实践的一种观

念形态，直接体现着党的政治倾向与本质属性。中

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可以端正政治思想、强化政

治认同，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对整个国

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引领功能和示范效应。 
1．引领社会向共同理想奋进 
党内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领域的精神范畴，

引领全社会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服务。中国共产党

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要实现的阶段性目

标，为共同理想而奋斗在全社会得到广泛认同。 
把共产主义最高理想鲜明地写在旗帜上。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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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不仅是“那些限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的

和合意的思想观念”[13]，也是作为政治组织的一种

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追问。中国共产党的

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从党的一大到十九大，党章都明确规

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围绕

实现这一崇高理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战胜无数艰难

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和举世瞩目的辉煌

成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挫折的情况下，唯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风景这边独好”。中国

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

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共产主义事

业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把实现最高理想与实现阶段目标相结合。党内

政治文化是以整体作用发挥文化引导功能，倡导的

政治理想、根本宗旨对党员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共

产党正确区分理想的层次，既有共产主义最高理

想，也有现阶段要实现的目标，促进了党员自觉地

增强政治使命感、责任感。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推

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等目标；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制

度、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目标；改革开放时期，提出

“三步走”战略、建设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党的十九大又对“两个一百年”

做了新的规划和设计，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个个

阶段性奋斗目标，彰显着与时俱进、脚踏实地的探

索精神和务实作风，昭示着理论、道路、制度和文

化自信，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向前。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内

政治文化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对政

治行为客体形成一种一贯的和固定的反应倾向。在

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民众长期处于贫穷之中，党把

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作为奋斗目标，使人民成为国

家主人。新中国成立后，适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盼，

进行土地改革、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劳动

人民掌握了生产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快速发展，

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

大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昭告全世界，“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党的

十九大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经

过长久的奋斗,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幸福感
明显增强，也更加拥护和信赖中国共产党。 

2．凝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文化软实力凝聚的是“人心”。党内政治文化

在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在文化

和价值观吸引、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凝聚力，其牢固

程度是任何一种硬实力所无法比拟的。 
统一思想、凝神聚力。党内政治文化是一个无

形的磁场，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能够达到统一意

志、团结全党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

每当一个法规颁布，一个政策出台，一个目标制定，

都要自上而下组织传达学习，要求全党深刻体会党

中央的意图，把握精神实质和落实要求，增强贯彻

执行的坚定性自觉性。长期形成的这种习惯、制度，

已经成为一种党内政治文化。通过这种文化的作

用，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坚定意志，集思广益、

凝聚力量，维护党的团结，形成巨大合力，确保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落地见效。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动摇。党内政治文化赋予

政治心理层次一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认

知，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

力。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

人民根本立场，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核心位置，从

挽救民族危亡到建立新中国，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奋

进新时代，中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落后走向强盛，

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日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人民群众在其中起着重

要作用。 
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内政治文化在与社

会的输入与输出双向交流中发展，是党密切联系人

民群众最为重要的环节。党和人民在精神文化上同

声相应，党内政治文化不断地渗透和辐射到全社

会，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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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大法宝之一。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发展

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抗

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

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保证了中国革

命的历史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

丰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加强民族团结、搞好与少数民族的关

系，充分信任、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等等，确保了

党的意志主张得到贯彻落实。 
3．形成党内和社会政治认同 
党内政治文化本质上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繁

荣发展的过程，也是党获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

众政治认同的过程。 
引领政治认知走向。党内政治文化引领思想理

论、方针政策、政治认知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

成立初期，毛泽东带领全党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

行坚决斗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标志着党内政治文化有了自身

的独特内涵。此后，先后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

命道路和建设道路，“走自己的路”逐渐成为全党

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在要求党员有基本政治认知的

同时，还通过党内政治文化引领党员将政治认知深

化为政治信仰，使党员真正成为社会中的先进分

子，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影响政治情感倾向。党内政治文化体现了人的

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的功能在于滋养人的心

灵，培养广大党员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

热爱。从影响力来看，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政治忠

诚的培养从党员面向党旗宣誓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入党誓词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比如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的坚定信念，严守党的纪律、保

守党的秘密等政治要求。革命战争年代，在爱憎分

明的政治情感激励下，全体党员为民族解放、国家

独立浴血奋战。每名党员都把入党誓词作为对党和

人民的庄严承诺，作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突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

设，雷厉风行整治作风，进一步彰显了党对人民的

热爱与忠诚。 

引导政治行为取向。党内政治文化所代表和反

映的利益诉求，具有凝聚全民思想共识的价值，对

引领党员政治行为发挥积极作用，党员的一切政治

活动都是对党内政治文化的遵循。党章明确规定：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

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15]这是党章对党员行为

最基本的规范性要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化体

现。党内政治文化推动人们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集

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利益共同体、价值

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反腐败斗争和廉政文化建设共同作用下，从

“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一系列变化，

彰显出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鲜明导向，

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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