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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号召党领导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进

行伟大斗争。矛盾斗争性原理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质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

争的理论自觉，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其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的对象是各个领

域中存在的种种矛盾、难题、阻力、挑战、考验、风险等消极因素；进行伟大斗争的目的是促进量的

扩张，即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大做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的要点是：

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要准确把握斗争的特点，要准确把握斗争方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

行伟大斗争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主要表现为：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确保

国家安全，人民解放军做好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斗争准备等。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

人进行伟大斗争应充分利用矛盾斗争性中的否定性因素，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应注重

矛盾斗争性中的建设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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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alled on the Party to lead the people to “persist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struggle” and carry out great 
struggles on the way forward. Requirements of th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ory Struggle and the political esse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 are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Communists to carry out great struggle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urgent need to cope with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s its practical need. The great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ims at addressing all the negative factors such as contradiction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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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challenges, tests and risks in various field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way for the communists to carry out the great struggle is that they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and ability,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made a series of great achievements, including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continuously 
advanced, major measures adopted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eing ready for 
military struggle to defe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 the years of revolutionary warfare, Chinese 
Communist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negative factors in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while in the new era, the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ve factors in contradictory struggle.
Keywords：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communists; great struggl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contradictory struggle

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和全

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五条重大原则，

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进行伟大斗

争。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中十条历史经验之一的“坚持敢于斗争”经验

的进一步强调和深化。新时代强调进行伟大斗争不

是说不要团结，而是说团结是凭借斗争实现的。“我

们党历来提倡团结，但团结是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

斗争达成的，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共产党人讲

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1]532 本文拟就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的根据、对象、目的、

途径及其哲学意蕴展开探讨。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

的理论自觉与现实需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发扬斗争

精神具有理论自觉与现实需要，具体包括：

首先，矛盾斗争性原理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

义哲学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矛盾无

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双方既有同一性，又有

斗争性，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在斗争过程中，

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引起事物的量变；量变积累

到一定阶段就会突破事物度的界限，导致质变，

也就是导致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矛盾

对立面的斗争既是推动事物量变的力量，更是推

动事物质变的决定力量。人们的实践活动主要包

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我三大领域。在

开展这三大领域的实践活动中，必然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挑战、风险和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揭示，矛盾往往通过斗争手段去解决。要应对挑战、

抵御风险、化解矛盾，就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开

展艰苦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

对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遇到的大量社会矛盾有着深刻的认识：“社

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2]12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决定“斗争无时不在、

无处不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

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

不切实际的”[1]533。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揭

示：人们无论从事何种实践活动，都会面对种种

矛盾，都必须凭借斗争解决。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质。斗争精

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追求。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断言：“至今一切社

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400“压迫者和

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

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

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

归于尽。”[3]400《共产党宣言》初步提出了唯物史

观的核心观点，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

动力。“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3]414 而要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必

须领导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政治上、经济上

的斗争，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马克

思主义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

是指导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求得翻身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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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必然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斗争精

神。革命性和斗争精神贯穿于无产阶级政党初创、

发展、壮大的整个历史。从法国的巴黎公社到俄

国十月革命，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先后建立到

多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共产主义思潮、

运动蔓延世界各个角落，凸显了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政治本质。

斗争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和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

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国家蒙辱、民族蒙羞、人民

蒙难、文明蒙尘之际，一问世便肩负领导人民开展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

争的历史使命。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合作，同北洋军阀开展了艰难的斗争；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与

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殊死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斗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与国民党政权的伟大斗争，推

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改革的斗争，

开展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建立

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开展经济、国防、外交、教育、医疗等

领域的斗争，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真

正站了起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各项建设

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历史转折。

再次，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需要。

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斗争是常态，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与国内外敌人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

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激烈斗争，先后开展了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开展解

放西北、西南的战争和剿匪战争，前后 30 余年。

在这 30 余年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几乎天天

与拿枪的敌人开展血与火的斗争，军事斗争、政

治斗争成了日常工作，拿枪的敌人就在面前，因

此无须向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强调斗争精神。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不

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

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是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到当下的 40
多年里，我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建设

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聚精会神开展经济建

设。长期的和平环境容易使人们的思想陷入误区，

以为拿枪的敌人已被铲除，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

级已不存在，已没有了斗争对象，从而淡忘、遗

忘了斗争，以为再也无须发扬斗争精神、进行伟

大斗争。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矛盾无处

不在、无时不有，新征程上同样存在种种困难、

风险、矛盾和挑战，同样需要发扬斗争精神、进

行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新

的征程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

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

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1]83 只不过，新时代进

行伟大斗争与革命战争年代进行伟大斗争在性质、

形式、特点等方面有所区别。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

的基本方面及重大成就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共产党在革

命战争年代领导人民从事革命斗争与新时代领导

人民从事建设事业虽然都需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但是斗争的对象和目的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社

会主义建设年代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

大斗争的对象，概括地说，是各个领域中的种种

矛盾、难题、阻力、挑战、考验、风险等消极因

素。对于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对象，习近平总

书记早就作了精准的阐述：“我们必须积极主动、

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

的准备，做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

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准备，层层负责、人

人担当。”[4] 这就是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领

导人民开展斗争的对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外交、军事等领域的矛盾、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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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事业，发扬大无畏的勇气，不信邪、不怕鬼、

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

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今，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这

些辉煌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密切相关。

其一，在确保国家安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

举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上创

新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颁布了一系列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规，设立了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机

构，在实践上采取了大量捍卫国家总体安全的措

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恐

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对

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但要求国内相关部门互相配

合打出组合拳，有效遏制其嚣张气焰，增强国内

安全，而且倡导国际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实现地区和平。

其二，对关乎我国核心利益的南海安全给予

高度关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航行自

由为借口损害我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唆使各当事

国争夺南海岛屿、侵占南海资源的行为，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了

坚决的斗争。这些措施包括：一是设立三沙市，

加强南海的行政管理；二是主张与各当事国采取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反对域外国家干涉；

三是加快建设南海岛礁，自 2013 年至 2017 年初，

我国在南薰礁、赤瓜礁、永暑岛、渚碧岛、美济岛、

华阳礁、东门礁、永兴岛等 8 个岛礁上开展大规

模的填海造陆，为南海的基础设施包括军事设施

建设提供了土地。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南海逐渐

成为和平之海、安全之海。

其三，要求军队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军队的各

项工作和建设、各方面力量与资源都必须聚焦军

事斗争准备、服务军事斗争准备，大力推进军事

斗争准备工作。他还指出了怎样做好军事斗争准

备：确立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树立新时代军事

战略方针，挺立备战打仗指挥棒，建立准备打仗

的责任担当 [2]390-391。人民解放军遵循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托，稳健、扎实地抓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

确保了国家安全。在这方面主要有两大成就：一

是我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有效阻止了印军对我

国领土的蚕食，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二是对美国

众议院议长窜访我国台湾地区，侵犯我国主权的

挑衅行为给予了有力的军事反击，有效地打击了

美国反华政客和“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确保

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其四，高度重视对黑恶势力的斗争。针对黑恶

势力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和国

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习近平总书记部署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

院等部门的联合行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

重大成果。从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全国

共打掉涉黑组织 3 644 个、涉恶犯罪集团 11 675 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23.7 万人；全国累计依法处置生

效涉黑涉恶案件资产 1 462 亿元 [5]。湖南怀化“操

场埋尸案”、云南昆明孙小果案、黑龙江呼兰“四

大家族”涉黑案等一批“钉子案”被依法彻底查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及成果的取得，使社会

治安明显好转，人民安全感得到明显提升。

其五，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开展反腐败斗争，“打虎”“拍

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空前成就。

从 2013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共立案 407.8 万件，立案审查 437.9 万人，包括

中管干部 484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99.8 万人 [6]。

持续的反腐败行动，消除了党、国家、军队中存

在的严重隐患，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

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其六，着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在国

际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对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着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世界

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而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

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

要坚持以下原则：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

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

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

自封 [1]461-463。我国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就秉持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

成果的原则；并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理念体现了反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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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主义、霸权主义的精神。

上述新时代六个方面较为具体的斗争可以归

结为三个领域的斗争。首先，改造自然与培育自

然相结合的生产实践斗争。改造自然与培育自然

相结合的生产实践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进

行伟大斗争最重要的内容，其需要不断推动科学

技术的进步，而且要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使社会生产力快速提升，以解决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应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注意培育自然，以实现

绿色发展。

其次，要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以及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规章制度、

分配制度等进行斗争。随着我国建设事业迈入新

时代，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

建筑也基本上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毋庸讳言，

两对基本矛盾内部之间的不适应总是存在的，局

部甚至是比较尖锐的，诸如行业垄断、运用权力

进行利益输送，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存在等等。

这些问题不应当被忽视，因此，必须在社会相关

领域开展必要的斗争。

再次，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包括进行自

我革命。一方面，必须遵循中共二十大确立的“坚

持五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7]26-27。

另一方面，要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开

展批评就是要敢于批评他人有违党的现行方针、

政策的行为；敢于开展自我批评就是中国共产党

人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勇于面对和改正自身存

在的问题，切实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对象与革命战争年代

开展斗争的对象有根本性的区别。中国共产党在

领导人民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坚持发扬斗

争精神”中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目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无产

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

义国家，而社会主义革命年代的斗争则是为了推

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

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

的基本原则与目的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的基

本原则

第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夺取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1]106-107

有学者认为，当前提倡的敢于斗争包括斗争意识、

斗争准备和斗争精神等内容 [8]。就斗争意识而言，

党和人民必须明白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存在，务必树立随时开展斗争的思想观念。

唯物辩证法揭示的矛盾普遍性是树立斗争意识的

理论依据。就斗争准备来说，我们党依靠斗争走

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1]80。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进行伟大

斗争，必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就斗争精神来说，

就是要增强党和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

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

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

战，取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新胜利 [7]27。

为了有效地开展斗争，首先必须把自己的事情

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

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

我们在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很大部分是由内

因造成的。因此，进行伟大斗争的前提是将自己

的事情做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取决于自己

的努力。其次，要把握好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斗争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作为起点和归宿，也就是要坚持为广大人民群

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根本立场。在是否要开展斗争、

和什么对象开展斗争、如何开展斗争等方面的确

定和斗争策略的制定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

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判断的根本价值标准，

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实施战略谋划和

战术决断。再次，应掌握斗争的艺术。“在各种

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

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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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2]227 具体而言，

一是要根据形势需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

争策略。二是坚持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善于运用

矛盾斗争性中的建设性因素，在斗争过程中谋求

合作，在斗争过程中争取共赢。这说的是中国共

产党人在新时代开展斗争时应注意运用恰当的斗

争艺术。

第二，要准确把握斗争的特点。为了有效地

开展斗争，必须弄清新时代斗争的特点。2021 年

11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把握新的伟

大斗争的历史特点。”[1]83 这里所说的新的历史特

点，是指这场伟大斗争爆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其呈现出不少不同于过去的阶段性特征，

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种新的历史特点是在新

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由新风险挑战、新发展阶段、

新思路举措以及新目标任务等一系列新因素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产物。从敢于斗争的斗

争性来说，新的历史特点在更大程度上是指新时

代我们在应对复杂矛盾、解决复杂问题而体现出

来的一系列新特点、新动向。这些新的特点，可

以从不同标准、维度进行不同的划分。如果上升

到宏观层面，从总体上把握可以归纳为：中国共

产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

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坚

持敢于斗争。这“四个重大”，就是对这场伟大

斗争历史特点的高度概括和精准判断。新征程上，

风险考验复杂多变，各种斗争长期存在。

第三，要准确把握斗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9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

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

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不动摇。”[2]226 这就是说，在斗争的方向上，一方

面，我们要遵循邓小平同志确立的“四个坚持”，

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

一方面，我们要遵循前文提到的中共二十大确立

的必须坚持的“五大原则”。在前进的道路上，

对于违背上述原则的言行，在重大挑战风险面前

应敢于斗争，坚决抵制，以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向前推进。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的目

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

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都需

要发扬斗争精神、进行伟大斗争。有人认为和平

建设年代不需要开展斗争，这实在是糊涂的观念。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毛泽东就意识到和平建

设年代同样需要进行伟大斗争，只不过与革命年

代的斗争形式不同罢了。“从现在起，五十年内

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

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

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

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9]2020 年 1 月 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总结大会上指出了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目的：

“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

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

苦干实干、攻坚克难。”[2]542 同年，他又对新时代

开展伟大的目的作了进一步的申明：“要发扬斗

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根据形势变化及

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1]106-107 这就是说，新时

代进行伟大斗争的目的是化解现实矛盾、难题，

克服阻力，经受挑战和考验，抵御风险，营造有序、

稳定、和平、和谐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以便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各项事业的建设；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实现

民族复兴。

四、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哲学意蕴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

代特别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目的不同：前者

是摧毁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也就是促进事物的

质变；后者是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大做强，也就是推进事

物量的扩张即量变。不同时代开展斗争的目的不

同，决定了我们应当有区别地运用矛盾斗争性中

的不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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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

争的哲学意蕴

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我们与国内外敌人的

矛盾是对抗性的，与他们的斗争具有对抗的性质。

其斗争的形式主要采取武装斗争、军事打击，呈

现外部冲突的特点。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

看，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

民大众必须利用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斗争性的否

定性因素去解决和革命对象的矛盾，这样才能推

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

因为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这对矛盾双方的发展

沿着各自的方向达到极限时，就只有凭借矛盾的

斗争性，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才能突破这个极限，

从而使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矛盾统一体解体，

新的矛盾统一体产生，也就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过程，就是原

来相互矛盾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彻底分离的

过程，是矛盾的斗争性得到彻底贯彻的过程。

但在促使事物质变的过程中重视矛盾的斗争

性，并非完全否认矛盾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哲

学还认为，同一是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的，是包

含差别和对立于其自身的同一性，因而同一性不

能离开斗争性而存在。同理，对立即斗争也不能

完全离开同一，差别、对立、斗争往往与同一相

联结。唯物辩证法视野中的对立不是任意两个事

物间的对立，而是两个有着内在同一性的事物间

的对立。换言之，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并不是主

张一味地斗争，一味地利用矛盾斗争性中的否定

性因素，也需要兼顾矛盾双方间的同一。即使在

革命年代，也要兼顾矛盾的同一性，同敌对势力

作适当的妥协、让步。当然，这时兼顾矛盾同一

性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性服务的，是服从于斗

争性的。也就是说，在革命年代，强调矛盾的斗

争性、促使事物的质变是目的，兼顾矛盾的同一

性是手段。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的哲

学新意蕴

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

进行伟大斗争摧毁旧中国时都不是一味地利用矛

盾斗争性中的否定性因素，那么，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就更应当利用矛盾

斗争性中的建设性因素。以往，我们总是根据矛

盾斗争性以外部冲突的形式促使事物质变，从而

认为矛盾斗争性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破坏性的因

素。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矛盾的斗争性不但

是一种否定性、破坏性的因素，而且也是一种肯

定性、建设性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

大报告中号召：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

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坚决反对

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坚决破除

一切顽瘴痼疾；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

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坚决战胜一切在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

困难和挑战 [2]12-13。开展上述五方面斗争的目的是

顺利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斗争对

象和斗争目的，蕴含了开展斗争，通过与消极现

象斗争达到建设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积极效果。通过斗争达到建设的目的，意味着

进行斗争时要利用矛盾斗争性中的建设性因素。

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目的是利用矛盾斗争

性中的建设性因素促使量的扩张即量变，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大做强。2012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描

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宏伟蓝图，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向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即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的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到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

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表

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

民仍然坚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少数党员干部的

贪腐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风、政风明

显好转。这种斗争目的是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

政风，赢得民心，以便坚决贯彻中共十八大提出

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顺利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就国际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不断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攻击我国，

这决定了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主要是

对抗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中美两国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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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冲突中，美国仗着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肆意

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欺压、霸凌我国。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馆、不断在南海挑

起事端，企图迫使我国就范。近年来，随着我国

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我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展斗争的特点发

生了变化，我们在与美国霸权主义开展斗争的过

程中，理直气壮地坚持国际关系准则，义正词严

地回击美国的欺压、霸凌。这可从 2021 年 3 月中

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举行的高层战略

对话、2021 年 7 月下旬的中美天津会谈、2022 年

11月中美国防部长在柬埔寨举行的会谈得到印证。

以往，基本上是美国以居高临下的身份对待中国，

而从中美安克雷奇高层战略对话起，这种局面不

复存在。此后的几次中美外交、军事会议，都是

我国给美国画红线、列清单。可以说，中美矛盾

斗争的特点已渐渐发生变化，斗争的主动权由美

国转移到了我国。这就是说，对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的敌对行为，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

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同样是

为我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赢得有

利的国际环境，仍然是利用矛盾斗争性中的建设

性因素。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家冯定就提出，和平建设年代应利用矛盾斗争性

中的建设性因素。“矛盾的对立双方两面的斗争，

实际上也不过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特殊形式，

所以决不应该将斗争理解为仅是破坏性的过程，

而不是建设性的过程。这里说的建设，并非仅指

革命这样的破坏也是为了建设的意思，而是也指

建设就是没有破坏也需斗争的意思。任何事物，

没有斗争是不能存在的；而新事物出现后，为了

能够充分发展，也是必须通过斗争的。”[10] 矛盾

斗争性的建设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体现为推动事物量变。事物的发展过程首

先就是内部矛盾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过程，这一

变化过程是由对立面的矛盾斗争所推动的。在对

立面的斗争中，矛盾双方竞优争先，此消彼长，

导致双方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为事物的质变进行

量的积累。其二，体现在事物量变过程中对消极

因素的克服，为其发展保驾护航。事物发展的过

程就是内部矛盾因素产生、展开、解决的过程。

在这些矛盾因素中，矛盾的某些方面是推动事物

向前发展、健康发展的积极性因素，而矛盾的另

一些方面则是妨害事物向前发展、健康发展的消

极性因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的

重点是利用矛盾的斗争性克服前进路上种种风险

挑战，以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的国际国内斗

争，面对的无论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还是对抗性的

矛盾，其目的都是为了营造良好建设环境。这就

要求我们应注意利用矛盾斗争性中的建设性因素。

可以说，和平建设年代坚持斗争是手段，而赢得

同一即各方面建设力量的协调才是目的。但这绝

不是说和平建设年代的斗争不重要，而是恰好相

反，不“坚持敢于斗争”，不开展坚决的斗争，

就不可能营造有序、安定的建设环境，就不能有

效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是

说，不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就不可能达到矛盾的

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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