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理论层级、实践路径和历史视角

[摘 要] 立场问题是根本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初衷、实践路径和历史方位。当前

，探究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通过站稳人民立场获得成功，未来应该怎样才能站稳人民立场继续

获得成功是重要的时代课题。理论维度上，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把握和引领时代，及时回答时代和人

民之问，并与歪曲和否定人民立场的社会思潮作斗争，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提供价值

导向；实践维度上，人民立场实践所具有的客观物质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以及革命批判性等

内在特点，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提供实践指向；历史维度上，揭示人民立场的历史性

与时代性，并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能够凸显中国共产党从变中把握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

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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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

称《决议》），是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智慧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党践行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历

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决议》从10个方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之一便是“坚持人民至

上”。人民至上即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决议》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

个维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站稳人民立场获得成功，未来应该怎样才能站稳人民立场

继续获得成功的历史之问。因此，厘清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和历史维度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理论维度

理论维度是藉由复杂现实问题而具体阐发和生成的本质性理解和功能性认识，强调在表达现实问题时

应实现认知架构、价值立场、本质诉求和自觉反思的统一。也就是说，理论维度体现为不同层次或不

同视域的经验总结，凸显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极大张力。“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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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诉诸最广大人民群众而得以形成的人民立场理论，也正在展现其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社会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行！”[2]

13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首先，因为它是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理论；其次，因为它能

够得到无产阶级政党继承、创新和维护；最后，因为它的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人民性、发展性

等理论特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

人民立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而得以形成的科学理论

。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他们为指导革命实践所形成的立场、观

点、方法相统一的认知架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人民立场理论。因此，理论继承与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理论得以生机勃勃的本质

要求。

始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把握和引领时代，是中国共产党无往不胜的制胜奥秘。《决议》系统论证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科学真理”[3] 63，“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3]

66

。列宁曾经指出：“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

。”[4]

326-327

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探索

新世界，消灭阶级和阶级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基于特定价值指向所形成的理论表达，充分展

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原则。《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

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

42

，便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鲜明表征。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为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科学的理论准备。其中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批判模糊阶级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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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观念，表达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诉求，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坚持人民立场，实现立场的自我认同提

供价值指引。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理论之源，原因在于马

克思主义相较于其他理论蕴含着丰富的鲜明特征。正如《决议》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

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3] 63。

始终坚持理论创新，及时回答时代和人民之问，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作为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持基于实践推进理论创新。《决议》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

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为绝大多数人

谋利益的基本论断，强调“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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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3] 66。理论创

新内含深刻的理论逻辑。从主体视角来看，坚持内涵与外延并进的逻辑理路，把握马克思主义核心要

义和基本原则，是坚持理论创新的前提和途径；从介体视角来看，任何真理都以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为主要标志，因此，偏离客观实际与现实诉求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定会背离理

论创新的意蕴和精髓；从客体视角来看，立足具体国情，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去探索理论创新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并将创新理论应用于指导具体实践，是理论创新的目标和依归。理论创新外显为不同的理

论层次。无论是提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超越物化的卢卡奇，还是为工人阶级革命欲望

消失而呐喊的马尔库塞，或者是认为掌握文化领导权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关键因素的葛兰西等西方

政治人士，虽然从不同层次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理论创新，但实质上无法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出路，

事实上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总而言之，只有站稳阶级立场、把握客观规律、回应现实课

题，才能真正做到理论创新。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

的真理力量”[3] 67。

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在理论继承和理论创新上秉持人民立场，还要勇于抨击歪曲和否定人民立场的社

会思潮，巩固和维护人民立场的根本地位。当年面对“苏黎世三人团”试图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机关报

提出改良主义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

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6] 362。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的政党，始终同违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资产阶级立场、小资产阶级立场，

以及各种非人民立场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始终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和巩固立场的自我

认同提供理论支撑。列宁曾深刻指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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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作为具有阶级属性的价值倾向，总是要通过个人取向、政党取向和社会取向集中表现出来。个人

是否心怀人民立场，主要表现为是否支持和维护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

为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付出实际行动，是否能够在思想和情感上尊重无产阶级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因此，只有心怀人民立场，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得到支持和拥护；政党是否秉持人

民立场，主要表现为制定的政策和策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党的自身建设是否有

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展现的成效是否经得起实践和人民的考验，因此，只有政党秉

持人民立场，才能保证党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才能弘扬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才能保持长期稳定和安定有序，党才能积聚起无穷的磅礴力量。正如《决议》所指出

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牢牢掌握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 44。

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诉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解放全人类

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前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强调“被剥削被压迫

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

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

14

。毛泽东明确指出不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

和方法”[7]

533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借助人民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认为秉持人民

立场是一个重大原则性问题，强调“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

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8]

52

。这充分表明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的根本标志，同时也是检验

无产阶级政党是否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试金石。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民立场上提

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论断，共同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拓展了人民立场理论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宣告了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人民立场不会变，把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作为党

执政的根基不会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会变，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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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厘清了我们党过去坚持人民立场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更为我们党将来秉持人民立场接续成功指

航定向。

二、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实践维度

实践维度是藉由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实际而探寻其中的内在特点和本真面貌，强调在认识和实践过

程中应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协调、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

连接。也就是说，实践维度凸显了认识活动中的理论自觉向实践过程中的行为自觉飞跃的运动过程。

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

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9]

295

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实践逐步从根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反对各种主观主义和

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提倡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去分析问题，追求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取得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终结了劳动人民备受剥削的悲惨历史，

兑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庄严承诺，创造了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深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内涵。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实践观的理论特质。

追本溯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所占据的实践维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得以

作用于社会现实的基本条件，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

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531

，而“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

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

724。但由于生产过程所得到的结果实质上“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0]

208

，所以“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

变现存的事物”[1]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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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以及革命批判性等内在

特点。

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作为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物质实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相吻合，

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特点。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特点。

具体表现为这种实践活动所对应的主体是具有现实需要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为了满足主体的客观物质

需要就必然要利用客观的实践手段作用于客观的实践对象。与此同时，这种实践活动没有离开社会发

展的客观条件以及客观规律去抽象地谈论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并非远离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

既强调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强调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凸显人民立场实践所具

有的客观物质性特点。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实践具有自觉能动性特点。具体表现为这种实践活

动并非单纯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直接现实性活动，而是精神支配于物质力量的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

开始之前，根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欲求和愿望，集中广泛的精神生产成果和精神动力因素，在顶层设

计中制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和规划蓝图，同时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检验认识的合理性并及时

调整和改变自己的目标和规划。可以说，实践的自觉能动性越高，人民群众的欲求和愿望就会越发得

到满足。再次，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善于将具体政

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使人民群众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类的社会生产

虽然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并不意味着永远静止于某一种发展水平。中国共产党明确实践活动不

是单个人的活动，更不是与过往相割裂的活动，而是在继承前人实践成就的基础上集广大人民群众集

体的智慧和力量于一体的实践活动。概言之，脱离于社会历史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不符合人民立

场的。最后，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实践具有革命批判性特点。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时代问题

为实践导向，致力于对客观世界进行革命性锻造。在肯定和否定的革命性与抛弃和吸收的批判性当中

确定亟待解决的问题领域，找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以求实现历史性变革和时代性跨越。如此，中

国共产党善用他者和自我的批判，革命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而实现物质文明、政

治制度、精神境界和生态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展开。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旧

哲学脱离人、人类实践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缺陷的同时，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人和人类社会发展，从而

揭示了实践的内在特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已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实践，无产阶级政党的人

民立场理论终归要付诸实践，人民立场诉求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实

践性表明，片面的抽象感性、纯粹的主观活动、狭隘的历史眼界和孤立的理论空谈无法满足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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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共产党〔含布尔什维克党、俄共（布）、联共（布）〕执政的74年实践经验来看，能否秉持人

民立场是一个政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列宁曾经指出，共产党执政的“最严重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

脱离群众”[11]

626

。只有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因此，列宁也强调“劳动群众

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11]

53

。始终关切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依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来制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和规划蓝图，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不断革除和批判有损人民利益的各种因素，是一个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根

本所在。然而，列宁逝世以后，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中后期，未能有效践行人民立场的理论和原则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重工业的片面发展，致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所制定的五年计划以及发展目标也大多没有实现。特权阶层的形成和特权腐败的蔓延也使苏联共产

党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当年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到问题出现的领

域，但却无法找准解决问题的方案。长此以往，人民群众必然对苏联共产党失去信任和支持。因此，

站稳人民立场才能牢固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全方位人民立场，

努力“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

展”[12] 18。

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实践经验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清晰地表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3] 66。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首要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要始终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建立牢不可破的血肉

联系，时刻牢记“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3] 66。把党和

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工作与维护人民利益高度统一起来，既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站稳人民立场的实践指向

，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否站稳人民立场的客观标准。

三、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历史维度

历史维度是藉由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来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的具体维度

，强调在考察人类历史活动时既要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又要敏锐地捕捉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律。也就是说，历史维度表现为社会历史现象可知性、社会历史规律普遍性和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

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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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3]

14

。这就意味着探寻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历史维度，既要揭示其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又要把握历

史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历史维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诠释中国共产

党人民立场的历史维度，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便无法真正地把握

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科学内涵。脱离人民立场来谈论历史观也会无法领悟其真正的价值意蕴。在人

民立场与历史观的逻辑关系上，人民立场决定历史观，历史观是人民立场的反映，有什么样的人民立

场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观。相应地，历史观也会反作用于人民立场。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不同的思

想观点背后总会占据不同的人民立场，历史观也概莫能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善于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价值取向。与以往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站在人民立场上分析历史现象，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认

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活动具有双重特点，一方面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 295 ；另一方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

287。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思想’一旦离开 ᡒ⥶쨠᧿ㅎ[驏ᩏ羁祈ᄠᴀ[1]

286

，任何历史活动都要表达具体的利益诉求。简而言之，历史活动所涵盖的思想动因，由物质利益决定

，另外历史活动也并非是少数人的活动，而是表现为最广泛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活动。与马克思主义

历史观不同，旧历史观并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历史问题，而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来看待

历史问题。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持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哲学家，始终把意识当作社会

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用意识来说明和取代现实中的一切。其目的在于，通过利用意识特别是各种人

为臆造的思想观念，歪曲社会历史，以此来巩固其政权的长期统治地位；通过迷惑广大人民群众主动

放弃经济利益诉求，来缓解阶级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斗争，以此来证明私

有制、垄断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通过剥离“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14]

270

中的物质因素，来掩盖旧生产方式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客观必然性，进而维护剥

削阶级的阶级地位。可见，认为意识是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因的观点，在本质上代表非人民立场，具

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而把意识夸大为社会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英雄史观。犹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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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鼓吹“人民是助唱队——他们消极、被动；只有英雄们建功立业，担当责任”[15]

219

，英雄史观夸大个人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积极鼓吹少数英雄人

物创造历史。究其本质，在于剥削制度下私有制带来的阶级利益分化。剥削阶级的少数精英与广大人

民群众在阶级利益上相对立，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要鼓吹英雄史观，以此来促使广大人

民群众依附于剥削阶级立场。可见，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也受阶级立场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实际上也呼应了立场作用于历史观的现实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现实逻辑中，立

场与历史观相互支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生产起到了促进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需

要的双重作用，而物质资料生产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付出与创造，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和发挥人

民群众主体作用又都是人民立场的重要表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决议》指出，全党要“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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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73。《决议》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历史经验，凸显了人民立场的时代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

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义无反顾地组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

导人民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继续探索使人民摆脱贫困的发展道路，把经济建设作为党

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人民立场上，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伟大目标奋进。

人民立场是党在历史实践中生成的立场，当然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认清人民立场的历史性，能够

为无产阶级政党科学把握人民立场提供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

不是相反，但同时也承认社会意识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

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历史阶段都适用的“永恒真理”。杜林推论道德具有永恒性

和普适性，试图利用永恒原则将历史排除在自己的理论逻辑之外，借此承认世间存在着“永恒真理”。

杜林认为道德的“永恒真理”具体表现为凌驾于任何差别之上，适用于任何历史条件。恩格斯针对杜林

用社会意识的“永恒真理”来寻求社会进步的图谋提出批判。恩格斯认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

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获得自己

的伦理观念。”[1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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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任何社会意识的产生都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

。这个立足点，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和地位决定的”[17]

17-24

，可以说立场是经济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立场作为具有阶级属性的思想观点，反映阶级的根本利益

，表明一个人、一个政党究竟秉持何种立场，不取决于人们的思维决断，关键在于思维决断背后所反

映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如果反映和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则是人民立场；如果反映和

代表的是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则是非人民立场，没有不反映和不代表任何利益的中立立场。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下，立场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还具有历史的条件性。

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实际上也呼应了历史观反作用于立场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歪曲中国共产

党人民立场大致可分为两种主要表现：一种表现为，极端化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阶级性，试图营造“

狭隘的政党立场”，抑或是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阶级性，试图营造“全民立场”。另一种表现为，

用现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否定之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抑或是用之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否定现

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表现显然具有片面性、欺骗性甚至反动性。因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

[18]

187

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内在动因在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已经清晰体现。《党章》

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充分表明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党章》

还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

激化”，这就预示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所谓的“全民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反

对脱离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切不能用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后40年，抑或是用改革开放后40年否定前

30年。如前所述，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都有其经济利益根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制定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皆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质上符合人民立

场的客观标准。因此，绝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时期用内容有所调整的人民立场来相互否定。正如《决议

》所指出的，“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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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历史维度，还应该把握历史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即深刻领悟人民

立场“变”与“不变”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

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

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2]

21

人民立场既是历史的也是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行动原则与我国基本国情不断变

化的基本特征相结合，决定着人民立场战略要求之“变”。具体来说，“人民”概念在政治话语建构中的

内涵与外延之变、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和上层建筑改革力度之变、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与人民群

众利益需求之变，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国内与国际环境等诸多变化，必然会引起人民立场战略要求的适

当调试，甚至会使得“人民”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调整。从“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到“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再到明确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纳入到《决议》，恰恰体现了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任务和战略部署，本质上符合人民立场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人民立场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价值导向，决定着政党能否维护特定阶级的阶级利益。中国共

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阶级定位和阶级属性，决定其人民立场核心价值的“不

变”。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立场”[3]

73

。人民立场核心价值的“不变”，正是永远站稳人民立场的根本支撑。具体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永远不变、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诉求永远不变、与人民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永远

不变、承认和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永远不变，以及追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趋势永远不变。

人民立场核心价值的“不变”，既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站稳人民立场庄严承诺的鲜明表征，也凸显中国共

产党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品格。总之，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的历史，就是从变中把握不变，以不

变应万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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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Hierarchy, Practical Path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St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ENG Guorong, MA Da

Abstract: The issue of standpoint is a fundamental issue,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original

theoretical intention, practical path and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present,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the times to explore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able to achieve success by standing firm on the people's stand in the past, and how it should stand

firm on the people's stand in the future to continue its success. On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observing, grasping and leading the times with Marxism,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and

the people in a timely manner, and fighting against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that distort and deny

the people's position can provide value guidanc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always stand

firm on the people's position;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In terms of the objective materiality,

conscious initiative, social history, and revolutionary criticality of the practice of the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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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 it can provide a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always stand firm on

the people's stand; The era, and grasping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an highlight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grasp the constant from changes and

respond to changes with the same.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eople's position; the spirit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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