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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点、路径、目标：邓小平从严治党
思想的三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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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的简单继承，也不
是对西方政党治理理论的照搬，而是结合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的理论创新。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长期执政作为
从严治党的问题基点，“党要管党”是从严治党的基本路径，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
核心是从严治党的目标。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及长期执政条件下从严
治党的规律，可以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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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 12月把全面从严治党上升到四个全面国家战略高度之后，全面

从严治党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这充分说明了全面从严治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从

学理上来看，全面从严治党在中国的探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从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

出发来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从严治党思想的“扬弃”；三是对国外政

党从严治党的实践与理论的借鉴。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从严治党思想的“扬弃”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这为当下探索全面从严

治党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全面从严治党为了解决党如何始终是中国伟大事业强有力的领导核

心这一问题，因而要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出发，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仍然在进行改革开放，而改革

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无疑更值得关注。本文以改革开放为背景拟从

基点、路径与目标三个维度对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进行探析。

一、三个为什么：邓小平探索从严治党的问题基点

自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  
收稿日期：2020−03−26
基金项目：2019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佛系’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对策研

究”（2019SJB941）；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年度课题“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日常生活化培育路径研究”（C-b/2020/01/12）。
作者简介：豆勇超，男，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0 年第 3 期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3 2020

· 9 ·　

https://doi.org/10.14092/j.cnki.cn11-3956/c.2020.03.002
https://doi.org/10.14092/j.cnki.cn11-3956/c.2020.03.002


放，而这一主题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在促进改革开放迅猛发展

的同时，也给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利用手

中的权力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另外，改革开放重启国门，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

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腐朽思想，它们使一部分党内领导干部丧失了信仰、走上

了腐败的不归之路。因此，要想推动这一主题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从严治党。

（一） 为什么在对内改革中从严治党

对内改革主要表现在经济上，使经济体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市场

经济的原则却侵蚀着执政党建设。第一，资本逻辑及其形成的观念滋生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功利

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放松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管、教育，任其利用手中的公权为

私人谋求利益，则可能会导致党心民心涣散，从而丧失党的执政地位。第二，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

换、效率优先等原则容易侵蚀党内生活。如果把市场经济原则运用到党的政治生活中，必然会把

人民赋予的权力充当为商品使用，从而丧失党员的纯洁性与先进性。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

础”，经济领域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变化。[1]380 改革使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也必然会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引发深刻的变革，必然会为从严治党带来新的问

题。如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领域中出现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规律如果同时作用经济活动，并出现

国家权力使用不当，就会引发国家权力变为党员领导干部的资本，这种现象正是政治体制跟不上经

济体制变革引发的现象。同样，在文化领域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虽然消灭了，但是腐朽的封建文

化却依然存在，如官本位等思想仍然在侵蚀着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在对内改革中从严治党，成

为邓小平探索从严治党的问题基点。

（二） 为什么在对外开放中从严治党

开放是和改革相辅相成的，两者共同构成当今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推动中国伟大事业前行的

巨大动力。对外开放在引进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也给境外敌对势力带来了可趁之机。

对外开放之初，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许多腐朽思想不断涌进国内。在经济方面，否定公有制、推

崇私有制，鼓吹市场万能；在政治方面，推崇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历史虚无主

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普世价值等侵蚀着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

样，“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妄图通过非战争的手段来改变社会主义

“颜色”。 [2]344 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强大攻势下，一些党员干部打着改革的旗号，在经济上主张全盘西

化、私有化，在政治上反对党的领导，在思想上鼓吹着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

义道路，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开放、搞活必然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

对付它，开放、搞活就会走到邪路上去。”[2]164 如何在对外开放中从严治党，同样成为邓小平探索从

严治党的问题基点。

（三） 为什么在长期执政中从严治党

如何长期执政一直是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思考如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把党建设成坚强有力、不改变颜色、长期执政的党的这一问题时，从严

治党这一概念在 1985年应运而生。邓小平为什么要在长期执政中思考从严治党呢？第一，对毛泽

东“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批判继承。早在 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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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长期执政中防止出现历史上因为腐败而导致王朝覆灭的探索。

毛泽东的答案是，民主是“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在中共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后，毛泽东一

方面对内依靠整党整风，提高党自身防腐拒变的能力，另一方面依靠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依靠这两

大思路来“走出历史周期率”。当然，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局限性，没有把反腐同经

济建设联系起来，强调反腐要靠人民但又没有找到依靠人民的科学方式。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依

靠民主“走出历史周期率”，他一方面把反腐与经济建设关联起来、把反腐与改革开放统一起来，另

一方面把民主反腐制度化、法律化，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第二，对

苏共垮台的反思。苏共垮台是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但执政党出现问题是苏共垮台的决

定性因素。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有从苏共垮台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社会主义才能朝着更健康

的方向前进。[2]383 苏共垮台给我们的教训在于长期执政的苏共自身出了问题。具体来看，其原因

无非在于：第一，苏共对腐败问题、组织涣散等制度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苏共执政的 74年，

从列宁时期廉洁自律的“公仆”逐渐蜕变为贪污腐败的“老爷”，到苏共垮台前特权阶层盛行，严重

损害了共产党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失去了群众基础。第二，苏共对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思想武器，列宁、斯大林一直十分重视布尔什

维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权问题。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如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甚至放弃马列主义，造成很多党员对共

产主义丧失了信仰，为“颜色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机会。苏共垮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要

走“从严治党”之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

二、“党要管党”：邓小平探索从严治党的基本路径

在解决了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改革开放中强调从严治党这一问题后，还要回答“对谁从严、怎么

从严”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 1962年作了初步回答，“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3]328

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严治党的对象（管理谁）；二是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如何管）。在改革

开放这一进程中围绕着这两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一） 从严治党的对象

“对谁从严”揭示了从严治党思想中的对象问题，主要包括党员和领导干部。

对党员从严管理。邓小平十分注重党员的纯洁性、教育和管理。第一，入党过程要从严。邓

小平指出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不能搞突击、一定要慎重，尤其要注重考察入党动机是否纯洁，对

于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不能勉强吸纳。[4]183 第二，共产党员要遵守纪律。邓小平认为，每

个人都需要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党员不仅要守法还要守党纪。守纪的最高标准是要做

到“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2]112 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员，需要学习、遵守、落

实和拥护党的规章制度，用党的规章制度来作为准绳，敢于同一切破坏党和国家事业的腐败分子做

坚决的斗争。第三，对党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对党员经常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思想问题上提出

严格的要求。第四，对党员进行严格管理，完善党课、民主生活等制度。邓小平认为一个没有民主

生活的党支部是不可能具有战斗力、凝聚力的，因此党员一定要经常召开民主生活，“进行批评和

自我批评”。[3]314

对领导干部要从严要求。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管好领导干部，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

的干部”。[3]328 第一，选拔从严。领导干部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对党的基本路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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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力度。党的政治路线确定后，要靠人来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形：支持

的、不支持的以及中立的，这三种态度会导致结果不同。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

题”[5]191。邓小平指出，要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就需要使更多“革命化、年轻化、知

识化、专业化”的优秀人才纳入到领导干部队伍之中。这样才能使党在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中经

受住考验。只有严格选拔，才能为伟大事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从而有力应对改革开放的复杂局

面。第二，制度从严。在领导干部的任用上，要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领导干部任用制度化，“健全

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5]331 第三，强化监督和管理。强化领导干部的

监督和管理，首先要做的就是领导干部定期过党内组织生活。这不仅仅是领导个人自身的修养，实

际上这也是一种监督。另外，还要加强群众、党员、监察制度的监督。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对

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

私的监督检查。”[5]332 只有加强监督管理，领导干部中出现问题才容易得到解决，从而使问题在最

小的时候得到有效解决。

（二） 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

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解决的是“如何管党”的问题。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条件下中

国共产党面对的新情形，突出强调要把从严治党贯穿于思想、制度、党风和惩腐各个环节之中。

1.思想从严。思想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从严治党的关键。毛泽

东非常注重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6]1094

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思想教育，把从严治党贯穿思想领域，从思想上对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严格要求。

第一，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前提。面对党内存在的严重思想问题，如何重新确立党内的正确思想

路线，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面对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从思想领域入手，支持并领导了真理标准大

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党员要有信念理想。这里的信念理想实际上就

是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历史上我们党不管多么弱小，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终取得胜利，就是

因为我们党具有信念理想，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终有到来的一天，这是我们党的真正优势。第三，党

员领导干部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

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从而不断推动伟大事业前行而

又不至于在“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2]147

2.制度从严。与毛泽东从严治党侧重思想建设方面相比，邓小平从严治党更加注重的是制度

上的从严，通过制度来保障从严治党的落实。制度建设在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中具有关键性的作

用。在 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存在问题和基

本任务进行了系统论述。第一，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人和制度是领导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

因素。在领导活动中，与人的因素相比而言，制度因素更为根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党的历史上

出现的某些错误，即使与人的思想、作风有关联，但根本上仍是（组织、工作等）制度上有问题。善

的制度可以制止坏人为恶，恶的制度导致好人无法从善。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不需要负责任，而是

（领导、组织等）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的地位。[5]333 第二，党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1）没有形

成系统的制度，制度建设不完善，没有形成制度意识。党内出现的权力过于集中、官僚主义等现

象，都与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一定的关联。（2）已经形成的某些制度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

势。如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的发展。因此，需要改革已经过时的、

不健全的制度。第三，制度建设的基本任务。面对那些恶的以及过时的制度，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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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构建了包括党的领导、组织、民主生活、监督等制度体系。在领导制度方面，通过改革解决

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领导终身制等现象；在组织制度方面，完善民主集中制，把民

主集中制落实到党员活动的具体领域，使之具象化、制度化；在民主生活制度方面，健全党代会、党

内选举、组织生活、党内分工等制度，从而保证民主生活制度化；在监督制度方面，健全党内监督机

制，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群众、舆论、民主党派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3.整顿党风。党风即党的作风，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在 1942年的《整顿党的作风》

讲话，“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6]812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整顿党风，主要是针对

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现象，党只有首先解决了党风问题，才能去进行打败敌

人的任务。在 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的讲话中，毛泽东概括了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新的工作作

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6]1094

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党的“三大作风”。整顿党风是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

平在继承毛泽东思想三大优良作风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及长期执政的实践，在整顿党风问题

上形成了系统的观点。第一，整顿党风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

是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出现了问题。坏风气如果放任不整顿，则势必会“影响整个经济变质”，从而

会影响改革开放顺利进行。[2]154 因此，“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5]358 第

二，党风整顿的路径。邓小平认为，整顿党风，要通过“统一思想，端正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来实现。[2]144 统一思想，是整顿党风的基础，从思想上对党员进行教育，使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觉悟有明显的提高，党群关系有明显的改善，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经常进行，从而增强党性，统

一思想；端正作风，是整顿党风的根本。党的工作必须围绕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进行，警惕和防止

出现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带头发挥党

的优良作风，因为群众对干部总是会察其言观其行，领导干部的作风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加强纪律

和纯洁组织，是抓好作风建设的根本途径，以党纪国法约束好党员以及领导干部。党员、领导干部

以及党组织要经常对照党章对自身进行检查，向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看齐。各级纪检委和组织部

门其作用不仅仅是处理案件，更是维护好当的规章制度，清除党内害群之马、纯洁党组织。

4.惩腐从严。惩腐从严是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的客观

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揭示了惩腐从严的战略性地位、惩腐与经济建设

的关系以及治理腐败的基本路径，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廉政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第一，惩腐从严的

战略地位。从中共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都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并付诸于实践，因此绝大部分党员

领导干部都是廉洁自律公正的，腐败分子只是极个别现象。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某些

党员领导干部打着改革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的旗号却做着贪污腐败的事情，成为危害伟大事业

的腐败分子。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如果不惩腐从

严，则经济建设上的成功就失去了保障。腐败问题不解决，势必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从而丧失党的

群众基础；腐败问题不解决，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从而会导致国家政权动荡；要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惩腐从严，尤其是针对党内高层腐败，否则就会使党的战略目

标出现失败的危险。[2]313 第二，惩腐从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中心

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其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来开展。惩腐从严这项工作同样也要

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来展开。腐败的根源在于资源分配不均，物质财富不够丰富。通过改革

开放，极大调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断为共产主义积累丰富的物质财富，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

题；而惩腐从严则可以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从而促进经济建设的良性发展。第三，惩腐从严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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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 1985年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文中，邓小平在回答“少数贪污腐化和

滥用权力的现象”的问题时指出，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两个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2]148

这里可以看出教育和法律是邓小平治理腐败的两个手段。

（1）法律是惩腐从严的根本举措。与毛泽东反腐靠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不同，邓小平则提出了通

过制度建设来治理腐败的新途径。他指出，惩腐从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379 因

为只有把治理腐败纳入到法制进程，把人民群众的意志上升到法律，使法律不受个人意志“左右”，

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2）教育是惩腐从严的基础。惩腐从严，改变党风和社会风气，要强化

思想教育，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从而达到标本兼治。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如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四项基本原则以艰苦奋斗等），提升党员为人民服务不为己谋私的觉悟；另一方面通过法制教

育，使党员领导干部人人懂法、守法、护法，从而达到治理腐败的目的。

三、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探索从严治党的目标

自 1978年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来，建党目

标则被提上日程。在 1980年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结合“四个现代化”对建党目标进行

了初步设想，“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党”[5]276，党的十二大制定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

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在 1983年《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

中，邓小平提出建党目标是“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

核心”。[2]39 在这里邓小平把党的建设目标由原来比较笼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具

体化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这一时期的建党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建设要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展开。

党员领导干部要明确认识到，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要义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建设要围绕着这

个中心不能偏离，通过完善党的领导、提升党员素质来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这一目

标。只有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才可以逐渐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才能为伟大事

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文明在物质上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党是领导伟大事业建设的坚强核心，伟大事

业是全面的，不仅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因此党的领导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

心。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

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并在这样党的领导下，想干成事业是不可能

的。[5]41 自 1978年以来，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却跟不上，存在着“一手

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形。面对思想上的“西化”、“自由化”、封建思想遗毒等精神上的污染，

要确保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就必须有正确的方向。第一，党员领导干部在思

想、政治上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要抽出时间做思想工作解决思想问题；第二，党员领导干

部要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2]7 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各方面为人民群众做好表

率，党风端正，社会风气自然而然就端正，从而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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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总体上来看，与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的发展史相应，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对从严

治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结合长期执政实践形成了创新性成果。在从严举措上，注重从制度上从

严治党，既要求思想教育、又要求严守党纪党规，通过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管理、党内外监督实现

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等是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些无疑与改革开放这一社

会历史条件有关联，但其中也有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因而，对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提供借鉴。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仍然要围绕着经济建

设，同时，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还要注重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建设；在全面从严治

党的举措上，一方面要发挥多种手段协同治理；另一方面仍需突出制度从严；在党的建设目标上，既

要注重共产主义这一长远目标，又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近期目标，从而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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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ng  Xiaoping's  ruling  party  thought  is  not  a  simple  inheritance  of  Marxist  ruling  party
ideology, nor is it a copy of Western party governance theory, but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ng Xiaoping's ruling party
ethic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internal reform, the opening up and the long-term ruling
as the basic point of the party's strict governance; the "party must manage the party" as the basic path; and the
core of  a  strong leadership building with two civilizations is  the goal  of  the party.  Deng Xiaoping’s ruling
party ideology reflects the law of 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long-term ruling, and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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