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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党推进自身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的政治话题，更是一个关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

哲学命题。在《法兰西内战》及其《导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分析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并

将主要原因归结于革命中巴黎公社缺乏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法兰西内战》及其《导言》蕴含

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树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制定科学的执政纲领、加强党内组织纪律建设、提升党

的组织成员的素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指导地位等一系列与政党建设相关的思想。深入研究文本

中的政党建设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活动，提升党应对“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能力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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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i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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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topic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but also a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related to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I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nd its Introduction, Marx and Engel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the failure of the 
Paris Commune and attributed the main reason to the lack of an advanced proletarian party in the Paris Commune.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nd its Introduction contain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oughts on Party building, such as 
establishing a strong leadership core, formulating a scientific governance progra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within the part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arty members, and adhering to the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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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in the tex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the practice of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an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s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Four dangers” and “Four tests”.
Keywords：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arx and Engels; Party building; time value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政党的领导，伟大的党

领导伟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征程在百年难遇的大变局下，注定会更加

艰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以提升执政兴国的

能力和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

党要长期执政、永葆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最重要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

恰逢我党百年华诞，学界对党及党的建设展开了

大量的研究，如丁俊萍指出：“百年来党的建设

总要求的演进呈现出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特点：

一方面，总要求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核

心要素一以贯之；另一方面，总要求的战略定位、

具体内容、话语表达等不断与时俱进。 ”[2] 唐皇

凤指出：“高度重视并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

力、能有效驾驭错综复杂的执政环境和现代化变

革浪潮的根本和关键。”[3] 齐卫平指出：“坚持

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

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4]

但遗憾的是，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其一生中所

唯一经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为蓝本所写

的《法兰西内战》中所蕴含的政党思想的研究还

比较少见。笔者认为，深入探析《法兰西内战》

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建设的相关论述，把握

其中的政党建设意蕴，对新时代推动中国共产党

自身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导向。

一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政党
建设思想的价值旨向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

群众、阶级、政党是密不可分的。广大群众由于

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阶级，阶级斗争发

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不同阶级的政党。政党是

本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阶级斗争的领导力量 [5]。

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由工人阶级先锋队执政、

领导，如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由资产阶级政党所

掌握一样，毋庸争论。而执政党得以长期执政的

关键在于其能根据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提升

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以确保其竞争力与战斗力。

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

执政组织，其执政之经验教训对无产阶级政党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为此，马克思专门

撰写《法兰西内战》一书，全面而深入地总结了

巴黎公社执政主体的治理得失，恩格斯亦在《导言》

中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强调和补充，全文充分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党建设智慧和价值

追求。

（一）充分总结人民民主专政下巴黎公社治理

的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投入了极高的关

注。在他们看来，巴黎公社被其国内外的资本主

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联合绞杀，不仅仅对巴黎、对

法国，更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造成了极大的震

撼。对资本主义来说，这是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

的胜利；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无产阶级的一次

重大的失败。马克思勇敢站出来，向全人类揭示

了法兰西内战的实质与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这

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的简

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6]45

马克思撰写这本著作的旨向在于向世界呈现巴黎

公社的意义，讴歌工人的光辉事迹，同时总结巴

黎公社的教训。

首先，政党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布朗基

作为巴黎工人领袖，同时也是执政中央委员会多

数派——布朗基派的领袖，在公社成立前一天被

资产阶级政府逮捕。公社成立之后，他仍被选举

为公社领袖。但无论公社做出何种让步，都无法

让反对派释放布朗基，所以公社在整个执政过程

中都未能确立自己的核心。这就导致公社的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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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派别在执政理念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公社

的实际领导集体不可避免地产生分裂。在分裂的

执政主体带领下，工人阶级不仅不能进一步凝聚

起更大的历史合力，而且其原有的力量也被严重

削弱，从而导致巴黎公社最终走向失败。恩格斯

也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

乏集中和权威。”[7]375 他进而主张在一个集中的

权威领导下把所有的健康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形

成攻坚克难的历史巨力，人民的革命运动才能取

得成功 [7]375。

其次，政党缺乏科学有效的经济执政理念。

巴黎公社的实际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布朗基派和蒲

鲁东派手中，而这两派中鲜有人知晓阶级斗争的

演变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在蒲

鲁东主义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公社犯

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最

令人难以理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

神圣……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7]53 公社

丧失了对法兰西银行这一国民经济命脉的掌控，

反而听任它为反动政府军队提供巨额贷款，这为

反动派卷土重来提供了帮助，并导致无产阶级新

生政权被其绞杀。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失误，

更是战略上的根本性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无产阶级政权

应该以某种形式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主张；恩格

斯也明确指出：“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

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6]53，从而不会出现公

社无论以何种条件、作出何种让步都无法换回其

领袖布朗基的情况，也不会出现秩序党在公社口

头的威胁失效之后便对俘虏进行大肆屠杀的悲惨

状况。如果公社掌控了法兰西银行这一国民经济

的命脉，不仅可以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向凡尔

赛反动政府施加压力，同时也可以大大改善公社

自身的经济状况，因为“公社从没收教会财产上

仅仅得到 8000 法郎”[7]107，仅凭从旧社会没收过

来的这点财产显然无法支撑一个新生政权建设所

需。而此时处于被围城状态下的公社，又急需各

种资源来保护和巩固公社的统治。历史最终证明，

公社没有将法兰西银行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做法无

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极其错误

的，这是导致公社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

再次，政党组成人员素质较低、战斗力不强。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构成人员是布朗基派与蒲鲁东

派，多数派的布朗基派凭借本能进行战斗，而少

数派则秉承着回到农业时代的落后思想消极战斗。

两大派别的人是社会主义者，也是无产者，但是

他们并不是真正觉醒的、能够勇立于时代潮头的

先进无产者。他们身上带着难以克服的致命缺陷，

这些缺陷在他们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不断暴露出

来，最终被抓住弱点，导致革命失败。

最后，政党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执政主体中的布朗基派坚持布朗基主义，少数派

是蒲鲁东主义的信徒，放弃了真正的科学社会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恩格斯曾指出国家治

理的好坏与无产阶级觉醒的程度有很大的关联，

但是无产阶级凭其自身力量是无法真正觉悟的，

需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来引领。如果只是无产阶级

凭借本能的觉悟，最终只能形成各式各样的工联

主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亦或是空想社会主义，

这就会导致其自身存在着一些无可避免的缺陷，

且无法真正发现其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

重任，无法看清自身所拥有的巨大潜力，更无法

爆发出革命合力，进而无法有力推动历史前进以

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

（二）激烈批判压迫人民的资本主义政党

马克思有力批判了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他

抨击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利用人民的帮助巧夺国

家政权之后却利用该政权对人民进行疯狂屠杀（即

“六月屠杀”）。恩格斯亦揭露并批判了以美国

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执政党在进入帝国主义之后所

玩弄的权谋把戏：美国两大政党轮流把控政权，

均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分配权和交换权

作为牟利手段，将理应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选举变

成一种资本增殖的把戏。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

封建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政党的执政实质，并对

这些落后的、腐朽的执政党展开了一系列批判：“然

而我们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

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

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

进行统治和掠夺。”[6]54 通过揭露和批判这些执政

党的虚伪性和落后性，他们强调了无产阶级执政

党践行公仆思想的重要性和打造廉价政府的合理

性、科学性，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先进性与资产

阶级执政党的腐朽性、落后性进行鲜明对比，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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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性。

（三）完善发展《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政党理

论

受时代和客观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

并没有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执政后的政

党自身建设作出特别详尽的说明。正如马克思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

“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

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

些地方已经过时了。”[8]4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

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政党理论有了更加深入

的思考和体会。一方面，公社中央委员会执政面

临着与《共产党宣言》撰写时不一样的时代条件，

“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

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

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8]3。这就要求两位时代的

提琴手紧跟时代的发展变迁，对《共产党宣言》

中所提出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和更新，以确保其能

够与时俱进，更好地指导无产阶级追求自由与解

放的运动。另一方面，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执

政的两大派先天畸形、后天不足，其所组成的中

央委员会在治理过程中失误不断，最终导致了公

社的失败。这反映了执政主体自身能力在国家治

理中的重要性，所以加强执政党建设就显得尤为

重要，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理论补充显得极为

紧迫。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所蕴含的执政

党建设理念是其不断发展和完善政党理论的重要

成果。

二 《法兰西内战》映射的马克思恩格

斯政党建设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虽然未明确

提出执政党应该如何确保先进性，但是他们通过

深入总结和研究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执政过程中

的经验教训，对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如何加

强自身建设提出构想，并就如何通过制度建党以

保障国家有序治理进行逻辑架构。

（一）树立坚强的领导核心以确保执政主体的

先进性

巴黎公社建立后，通过普选和直接选举等方式

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实际执政的主体，初步构

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但此过程的重大不足

是中央委员会未能选出真正的领袖担任最高负责

人，这导致公社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缺乏强有力的

领导核心。委员会内部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在执政

路径上存在根本差异，各自执政导致公社的各项

治理漏洞百出，治理效能低下。而公社革命的对

象——秩序党则在梯也尔带领下爆发出极其强大

的反革命力量，并与俾斯麦反动势力勾结，最终

绞杀了新兴的无产阶级政权。基于这一历史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革命应该建立一个坚强的领

导核心。就集中统一的组织体制而言，其关键在

于党不是横向制衡性的权威结构，而是一种纵向

服从性的权威结构。所谓集中统一主要在于统一

于党中央，统一于党的核心，统一于核心的权威，

由此确保全党上下一盘棋。核心如枪之尖矛，人

民群众如枪之骨干。只有在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

下，执政党才能拥有灵魂与生命力，在革命和建

设中不断发展，完成其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国

家治理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扮演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和社会主义事业核心角色，其价值旨向在于团

结各方力量展开国家建设，达成社会秩序。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确保执政

思想的科学性

中央委员会内部组成人员并未熟知或信仰马克

思主义，绝大部分信奉其他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理

论，“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

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6]52。

这使得公社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其他诸多方面

未能有效把握执政规律。早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就为无产阶级在执政之后采取何种

治理措施提出一般性指导，但是公社却几乎未遵循

这些原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央委员会事

实上放弃了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而信奉其

他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

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

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

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8]41 这些没有接受过

马克思主义洗礼的工人领袖，缺乏科学的理论作为

指引，无法正确把握革命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

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没有科学指导思想的

政党无法认识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与现实使命，

无法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认识世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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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

理论指引下的无产阶级执政党，无法彻底明晰其历

史使命，更无法指导工人在巴黎公社的伟大事业

上取得成功。

（三）制定科学的执政纲领以确保执政方略的

合理性

政党的执政纲领承担着两大职能：对内是政

党发展和行动的指南，对外是其展示自己性质与

特点的旗帜。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分为两个派别，

导致公社内部缺少统一且科学的执政纲领，致使

公社在实际的治理中毫无章法。恩格斯态度鲜明

地批评公社内部两个派别所采取的执政措施。他

强调：“无论是蒲鲁东派或者是布朗基派，都做

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学说相反的事情，遭到历史

的嘲弄。”[6]52 蒲鲁东派作为小生产者的社会主

义者，主要负责了公社的经济事务，所以公社在

经济治理过程中的得与失“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

责”[7]52，而他们在经济上的失误可以说是整个巴

黎公社执政过程中最严重的失误。正是因为其没

有一个科学的执政纲领，公社失去了对法兰西银

行的控制，不仅仅让处于内外困境的公社失去了

最大的经济来源，反而让梯也尔的反动政府拥有

了法兰西银行的经济支持。况且蒲鲁东派十分厌

恶并坚决反对工人之间的联合，因为其所信奉的

是小生产者的信条，然而当时巴黎的现实情况却

是联合——工人之间联合劳动与革命，这就走向

了蒲鲁东主义所设想的对立面 [4]53。此外，作为主

要负责公社政治军事建设的布朗基派，也没有一

个明确的执政纲领，导致其在治理过程中无的放

矢，执政时被梯也尔反动政党牵着鼻子走，只能

疲于应付日常琐碎事宜，无法充分发挥无产阶级

政权的优势。加之布朗基派在政权的组织上信奉

密谋独裁的集权主义，但在政治实践中却又要求

建立自由的联邦，使得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产生

难以调和的矛盾。公社的两大派别在其所负责的

领域失误不断，最终葬送了人民的公社、工人的

巴黎。究其缘由，无非是两个实际掌握权力的派

别都没有一个科学而系统的执政纲领。恩格斯通

过对其批判，强调执政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执政

纲领，才能将党内的不同意见统一起来，才能让

党内外一切有利力量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从

而确保无产阶级的事业获得成功。

（四）加强党内组织纪律建设以确保执政过程

的严肃性

公社中央委员会对组织纪律的严格要求，与秩

序党形成鲜明的对比。马克思通过批判秩序党的执

政理念和执政实践，从侧面展现出其对无产阶级执

政党成员的严格要求，要求执政党必须时刻严抓党

内组织纪律。因为一个政党，本就是有共同的政治

目的、政治诉求，并通过一定的组织架构团结在一

起的政治组织，执政之后更要有严明的纪律。只有

这样，执政党才能保持其先进性，才不会在各种利

益诱惑面前丧失初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

在于带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进而实现无产阶级

自身的解放。这是一个光辉而艰巨的任务，注定会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此征程中注

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甚至致命的陷阱，这要

求我们的执政党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保证执政

党的先进性，从而确保其能够带领人民跨过一个又

一个的艰难险阻。但是，布朗基派作为公社纪律的

执行者，在理念上主张严明纪律，在实践中却并非

如此。布朗基派在现实和历史双重作用下，领导工

人运动时采取了密谋形式，并且主张建立一个独裁

的政权组织，即“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

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6]53。不难看出，布朗基

派所要求的纪律，实质上是抛弃了民主的独裁，而

非真正严明的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最鲜

明的特征就是民主、平等，而不是将严明等同于独

裁。一个政党想要发展，不能仅依靠严明的纪律这

一条腿走路，同样需要组织内部的民主，从而让每

个组织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履行相应的职责，

如此才能整合整个组织内的力量。只有在既纪律严

明又保证民主的前提下，政党才能“两条腿”走路，

真正充满战斗力，才能使执政的过程符合科学规

律、符合人民的需要。

三 《法兰西内战》政党建设思想的时

代价值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

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

慧。”[9]《法兰西内战》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一本重要的经典文本，其所蕴含的政党建设思想

至今仍闪耀着不朽光辉。结合新时代从严治党的

实践历程，深入研读并领会文本，能为党加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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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领导权威，为全面从严

治党打下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执

政教训时指出，两个派别意见不统一导致执政过

程中执政主体战斗力低下，面临各种困难挑战时

无法把握先机，从而导致了巴黎公社的失败。为

此，他们提出了从严治党的主张：警惕投机分子

混入党内，执政主体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各级党组织和组织成员必须服从组织核心的安排。

这就镜鉴新时代从严治党过程中，必须坚决维护

党中央的权威。一方面，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

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

有革命的运动。”[10] 政党组织所进行的各项事务，

一般都是由上至下主动安排，想要取得预期的成

果，就离不开理论体系的指引。新时代党中央为

了应对“四种挑战”与“四种威胁”所采取的全

面从严治党政策想要取得预期的效果，重要路径

在于从严治党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正是在党中央

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指引下，全党上下才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党建活动从而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另

一方面，构建有力的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源

于党中央“刀刃向内” 的决心、“打铁还需自身硬”

的觉悟，从严治党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将党当下

存在的弱点加以强化、对弊端加以改正。这是党

为了更好地引领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东方的

重大举措，是为了让中华民族永立于时代潮流的

核心要义。这注定不是一阵风，而是为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所举行的

一场久久为功的攻坚战。赢得这场战役的关键在

于从始而终突出制度保障的重要性。唯有制度上

的保障才能确保从严治党的效果长期有效。想要

不断提升党执政的能力，确保党执政根基的稳定，

就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而从严治党的核心力

量在于党中央，正如列宁所指出：“没有统一的

领导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党的真正统

一是不可能的。”[11] 新时代必须牢牢坚持党中央

的权威领导，方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实效。

这既是历史经验的使然，也是现实要求的必然。

（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为党的先进

性建设提供方向指引

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要树

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要牢牢坚持科学社会主

义的核心指导思想不动摇以确保执政方向不偏离，

需要坚持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这些主

张对党的先进性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一方面，

党在执政中不能仅抓个别方面的建设。一个政党

是一个阶级的代表，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政治组

织，其基本要素包括组织成员、政治纪律、指导

思想、施政纲领、组织领袖等，所以要坚持联系

的观点，坚持系统的观念，多管齐下，从组织建

设、政治建设、思想武装等方面入手，通过多方面、

多层次的建设以达到执政党先进性建设的目的。

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应坚持社会主义

的道路。无产阶级执政党与资本主义执政党的价

值旨向存在根本区别。资本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核

心要求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即确保资产阶

级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统治得以巩固与延续，其

执政党的建设反映少部分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

而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核心要求是确保人民民主专

政，其执政党先进性建设体现的是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才能让中国共产党在

新征程上永葆初心。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西方

错误思潮的渗透中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大的抵抗

力，才能抵御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彰显出强大的

战斗力，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三）制定科学评价标准，为党组织建设提供

衡量指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党建设最直接目的是提

升治理主体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其最

根本目的在于更好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带领

人民走向自由与解放。这就镜鉴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导向。马克

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批判资产阶级执政

党的腐朽性与虚假性，进一步地诠释共产党的历

史使命，阐述无产阶级政党保障人民利益的执政

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我们党成立一百

周年上所强调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

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

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

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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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层的利益。”[12] 新时代党的建设出发点与

落脚点是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

要求我们党的建设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执政党

能力和水平为主题，以更好满足人民的需要为最

终目的。坚持执政为民是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

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人民爱戴的根本原因，这

既是我们党的执政根基，更是政党合理性与合法

性的源起。故而政党建设最核心的评价标准在于

是否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是否更好地为人民

谋福祉。

（四）完善党内法规，为党的活动提供基本

遵循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执

政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构建完备的党内

法规的相关理念。政党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执政

主体的内在约束，还需要科学合理的外在制度进

行规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加强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

之策。”[13] 中国共产党是拥有超过 9000 万党员、

带领 14 亿人口走向历史新征程的超级大党，完善

的党内法规可以为党的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指引。

一方面，科学的党内法规可以为党领导人民治理

国家和发展自身提供基本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政

治诉求就是为 14 亿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面对此种利益诉求，我们党势必会开展涵盖

各领域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党内法规完备与否。完备的党内法规可以在

我们党开展各项实践活动时提供最基本的参考和

规范，可以确保党开展的活动符合时代要求，符

合人民期盼。另一方面，与时俱进的党内法规为

党长期执政提供保障。时代的潮流永不停息、奔

腾向前，党所面临的时代任务随着世情国情党情

而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党要有与时俱进的能力，

要求我们的党内法规必须具有发展性、前瞻性。

与时俱进的党内法规，可以为党自身和党所采取

的治理措施适时提供基本规范，以确保党在走向

未来的新征程中不至于走上邪路和老路，让党拥

有面向过去、面向现在和面向未来的长期执政能

力，使党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推动社会进步和人自

由全面发展的先进代表，从而推动中华民族不断

勇攀高峰，勇夺新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

始人，一生都在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而奋斗，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有着深入的思考。

他们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主张，诸如加强

党的组织核心、纪律建设、成员建设，党的执政

纲领建设、党的指导思想建设以及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核心指导地位等，对于新时代增强“四个意

识”、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加强党内组织纪

律建设，坚持并发扬民主集中制，以及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以确保我们党的先进性

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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