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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逻辑探析 

 胡光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方

向和效果。这一全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作为新时代党

的建设伟大工程之根本的政治建设，其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 

  

  一、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一）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是特定政治形态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对政

治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信”而至于“仰”。对政党来说，信仰是一个政党的

精神旗帜，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标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坚实

支撑着这种信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进程，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

家的指导思想，继续指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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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

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

必须用这一思想武装全体党员，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

推向前进。 



  （二）政治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

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共产主义是我

们党的崇高理想，中国共产党人现阶段的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

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

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新时代，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号角。现阶段，我

们要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共识和智慧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奋

斗。 

  

  二、政治建设的逻辑过程 

  （一）维护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成文的、刚性约束的规矩，是不得触碰的

“高压线”。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政治纪律的约束，允许成员在政治上各搞一套、

行动上我行我素、思想上离心离德，这个党就不可能团结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近年来的典型案例表明，一些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都是因为在政治纪律上“破

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这不仅是对

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更是对现实严峻挑战的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纪律从

“立”到“定”、从“讲”到“守”，无不是在破除积弊、重整纪律。 

  （二）遵守政治规矩。政治规矩强调自我约束，重在自净自律。政治规矩的

范畴更大，一些未明文列入政治纪律的要求属于政治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

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

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政治规矩之所以重要，是因



为它是党的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政治体现，是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和凝聚力战斗力的

根本规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任何人都不可逾矩。 

  （三）建设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党员对政党的价值观的认同和内化，是影

响政党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的隐性力量。就党内政治文化而言，党的优良传

统是其“风骨”，是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

“根”，对党内政治文化起着奠基的作用；革命文化是其“魂”，是党内政治文

化最宝贵的精神优势和不可缺的精气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其“本”，是党内

政治文化的根本价值追求。 

  （四）健全政治生活。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和政治优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产生不良影

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

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等

十二个方面就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做出明确要求，要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模

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五）优化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影响

着党员干部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生态好，人心就

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要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严

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要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要坚持不断把

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表率。 

  



  三、政治建设的逻辑要求 

  新时代伟大工程的实践说明，加强政治建设就是要促进广大党员提升政治能

力、锻造政治品格、保持政治定力，从而把稳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 

  （一）政治立场。坚守政治立场，首先要坚守人民立场。党的性质决定了党

的宗旨、决定了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员干部一方面要贯彻群众路线、站稳

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保持赤子之心，给群众当公仆、办实事、解难题。另

一方面要认真研究新形势、应对新变化，拓展多种渠道，尤其是掌握新形势下党

群关系规律，创新联系群众方法。坚守政治立场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

动摇。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真正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

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政治定力。政治定力是政党主体在政治上排除干扰、保持方向、坚守

立场的能力，包括对政治信仰的坚定守护、对社会制度的高度自信、对决策部署

的有力贯彻、对错误思想的辨别抵制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

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保持政治定力，必须要保持理想信念上清醒坚定，这是衡量

政治定力的首要标准。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每一个党员必须在理论上

对共产主义理想有清醒的认识，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保持政治定力，

还要坚定“四个自信”，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在关键时刻信得过、靠得住、

站得稳。 



  （三）政治品格。政治品格是广大党员在为民用权、谋利、服务过程中所展

现的做事风格和道德修养。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最首要的政治品格，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敢于担当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治品

质，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自我革命是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品格，

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勇气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四）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理论学习是其“基”，

只有认真学习理论，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才能为党员干部政

治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政治历练和政治经验是其“本”，领导干部要勇于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实践中提升素质。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

过程是其“要”，共产党人要自觉坚持党性原则，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

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与领导职责相匹配是其“核”，要强化担当精神，主

动作为，坚持为人民服务，不断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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