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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历史考察

与经验借鉴

张近乐　姚冰洋

摘　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历经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阶段，形成了革命型价值观、革命与建设型

价值观、改革与建设型价值观和复兴型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实现以价值追求为不

竭动力，以价值自觉为加速驱动，以价值自信为精神力量。综合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

建设是在批判与超越中回应现实，在自省与革命中完善自身，在为民与奋斗中永葆初心，这

既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经验总结，亦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未来征程中的

基本逻辑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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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价值观是政党的理论基础、阶级性

质、政治目标、历史使命以及时代特征的概括和集

中体现，它是政党对自身的性质、利益、使命和需

要的一种认知，是对自己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法

性的一种回答。”[1]政党价值观与社会历史条件、

阶级基础、政党制度、领袖风格等因素密切相关。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价值观建设，在坚

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根据历史

环境与实践变化，不断完善自身价值观体系，提升

适应复杂环境和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有力地保证

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价值

观发展的本质要求与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

未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路径，并为未来中

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因

此，有必要在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

历程的基础上，挖掘其背后的演变逻辑，进一步提

升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实践性与先导性，推

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终实现。

一、价值生成：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

建设的历史回顾

“价值领域的特征首先是它的理想性和合目的

性”。[2]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同时也是扎根于中国历史

发展的趋势与方位，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逐步生成

的。从根本来说，“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建立现

代民族国家，继而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

道路，是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的内在要求与应然

趋势。”[3]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定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信

念，同时，面对波云诡谲的国际国内形势，确立了

阶段性的价值目标，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价值观 
体系。

（一）现代民族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直接诉求

“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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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

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

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

以维护。”[4]民族国家不仅能够促进国内经济、文

化的发展，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成为近代以来全球

主流的国家形态。近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

统型国家，组织化程度低、权力分散化、整合能力

弱，导致其不仅无力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甚

至成为近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内外交困

中，时人逐渐认识到“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发挥其

本族之特性；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

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盖国与种相济者

也。”[5]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直接诉求。毛泽东指出：“这

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

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

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

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 
中国。”[6]

（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根本动力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

动态发展的，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面临着巨大的

艰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第

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

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7] 在1964年全国人大三

届一次会议上，他又代表党和政府提出实现“四个

现代化”的战略目标。[8]在外部受帝国主义长期封

锁、内部生产力和文化落后、现代性资源匮乏的背

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借鉴了“苏联模式”，

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系，实现了对国内

有限资源的配置，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

国民经济与教育、医疗卫生体系，满足了从上而下

迅速改变旧中国落后面貌的初衷。然而，整体上

看，改革开放前，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还不深刻，

特别是“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对立起来”[9]，带来

诸多现代化建设误区。同时，曲折的历史也深刻表

明，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执政党必须在坚持自身核

心价值观稳定的情况下创新性地对自身的价值观进

行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复杂的环境，从根

本上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

（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遵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调整至

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中来。邓小平指出了“搞四

个现代化建设”。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共十二大

“小康两步走”战略的基础上，确定“中国基本现

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即后又提出“新三步走”发

展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于是，现代化

建设不再被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束缚，不再强

调国家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充分

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释放经济活力，实现了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改革

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也对执政党价值观做出了重大挑

战，要求其在继承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不断

拓展、融入新的价值形式，从而确保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领导地位。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

党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论，切实对社

会关切和时代需求予以回应。

（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

的价值追求

在现代化实践中，我国对“现代化”的阐释随

着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在追寻传统的工业、经济现

代化之外，还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现代

化及治理现代化等内容，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

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

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10]这体现了“文

化基础的独特性、价值理念的厚重性、意识形态的

稳定性、目标导向的人本性、发展方式的革命性、

实践过程的有序性、治理主体的权威性以及对外交

往的包容性”。[11]这个战略安排是中国共产党新的

奋斗目标，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时代使命。

此外，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产

生的，它不仅受中国悠久历史的召唤，同时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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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现实的强烈感受与真切需求。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和目标，不仅意味着要提

升我党艰苦奋斗、改革意识；更意味着中华文脉的

接续，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方位进行重新认识与定

位，并通过党的价值观，引导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与民族复兴提供文化支撑。

二、内容建设：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

的形态演变

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建

设新中国、改革开放等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实现

了从积弱积贫向国富民强、从传统封闭向现代开放

的巨大转变。从百年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人

价值观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都有鲜明的价值目标、价值内容和价值 
特征。

（一）革命型价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主导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以

下简称革命型价值观）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革

命—救亡”为价值主线开展抗击侵略、武装夺权等

革命斗争。从价值内核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水深

火热的社会现实共同建构了“救亡—革命—独立”

的价值链条。在革命型价值观体系中，共产主义是

革命型价值观勾勒的美好图景；“枪杆子里出政

权”、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

等是实践路径；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

等则是革命型价值观的具体形态。从基本特征看，

革命型价值观更多体现为鲜明的阶级意识、价值理

想、革命信念等。在“革命”的语境中，“敌人—

朋友”是价值判断的基本原则，“谁是我们的敌

人”是最重要的问题；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等是最

鲜明的时代主题。对内，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利

益”“集体利益”增进价值共识，是中国共产党人

集体行动的价值逻辑；对外，中国共产党人以统一

战线整合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价值共

识。此外，革命型价值观还内蕴了“主动”“能

动”“无条件努力”的价值信仰，呈现出较强的主

体性、崇高性和神圣性。

（二）革命与建设型价值观：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核心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一方面面临着

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同时也面临着迅速改变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贫困、落后的局面。因此，中

国共产党一方面继承了原有的革命型价值观，同时

在经济建设中发展出了建设型价值观，形成了独特

的革命与建设型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借鉴了苏

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动员群众的方式开展社

会主义革命，开展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

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以下简述

为革命与建设型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在对全社会

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时，积极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倡导艰苦奋斗的道德思想、培育社会主义理想

等。如，在全国进行三大改造期间，中国共产党

人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任务，将社会主义理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此外，

革命与建设型价值观还表现在党对建设新国家的自

信，即要从根本上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革命

性”改变，使之成为一个强盛的现代化国家。

综合来看，革命与建设型价值观是特定历史阶

段的产物，在国际环境复杂、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

历史背景下，确实能起到除旧布新、为现代化启动

提供新动能的作用。然而，革命与建设型价值观在

历史的浪潮中不断突破“四个现代化”的框架，影

响了国家现代化建设布局。

（三）改革与建设型价值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本质要求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共

产党人价值观（以下简要表述为改革与建设型价值

观）起源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完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论”。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

人价值观始终围绕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开展价值

话语建构，揭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计划

到市场、从革命到建设的治国理政逻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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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大讨论”，实现了对教条主义的突围，

让“实事求是”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逻

辑，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提出了新思路。邓

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搞现代化建设”“发展生

产力”等重大命题，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改革与建设型价值观。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初级阶

段理论实现了对解放思想的理论延续和价值衔接，

从意识形态上澄清了社会主义本质，建构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此后，党建问题浮出水

面，“三个代表”精准聚焦党建问题，揭示了改革

与建设型价值观的理论本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

价值观的理论成熟；科学发展观则回答了发展中的

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改革与建设型价值观注入了新

的内容。

（四）复兴型价值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根本方针

如果改革与建设型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从

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实然把握，那么复兴型价值观则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常态下社会深度转型的应然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1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

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充分汲取革命型价值观和

建设型价值观的建设成果，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四个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方面升华出了复兴型的价值观体系。

复兴型价值观继续坚持和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宗旨、阶级属性等

决定了复兴型价值观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鲜明

的人民立场；要践行群众路线，体察民情民意，与

人民共命运；要替人民办实事、办好事，解决人民

所面临的各种利益问题。

忠诚干净担当是新时代价值观的价值内核。面

对贪腐文化、钱权交易、奢靡之风、金钱至上等给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带来的严峻挑战，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

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要加强党内政治生态

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消解圈子文化、

慵懒思想、山头主义、贪腐文化等对党员干部的不

良影响。

中国梦是复兴型价值观的价值追求。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

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

求进步的光荣传统。”[13]中国梦作为复兴型价值观

的奋斗目标，包括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美丽中

国等新内容，大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蕴

涵。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

规律深化认识的产物，涉及社会、党、政府、军队等

方面的系统工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发展

的新认知；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蓝图，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长远利益的自觉回应。

“四个自信”是复兴型价值观的支柱与精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4]其中，道路

自信是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制度

自信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先进性和生命力；理论自信要求全党和全国人

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

性与先进性，以及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文化自

信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

精神力量。”[15]“四个自信”既确认我们党实践和

认识成果，又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16]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复兴型价值观的新高度。随

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当前国际关系正在经历着前所

未有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5年9月2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

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7]2017年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倡议：“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坚持对话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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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

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

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

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

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18]人类命运共同

体不仅有助于弥补国际治理赤字，更重要的是兼顾

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诉求，同时，也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了内外联动的局面，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寻找到了世界历史方位。

回望百年风雨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在复杂的革

命和建设环境中既守护住了自己的初心，又不断调

整、丰富自身的价值体系，巩固和加强了自身的领

导地位与执政能力。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人

价值观的适应性和调整能力并不是任何政党所能具

备的，也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因此，有必要对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变迁的内部动力予以剖析，

解锁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发展变迁的密码。

三、价值实现：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

的力量驱动

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性和目的性

是与价值紧密相连的，其价值意识不仅包含“在认

识人类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基础上，把眼前价值与长

远价值、局部价值与整体价值结合起来的价值追

求。”[19]，同时也蕴含着其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认

同，还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价值观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并最终实现对社会实践的改造”[20]的价

值实践，这三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愿望动

机，有力助推了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发展。

（一）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不竭

动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

作为党的价值追求。首先，共产主义作为中国共产

党的最终目标，它直接影响和规定着近代以来中国

共产党人进行反对“帝、封和官”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更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改革开

放、建设中国梦等这一系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

践活动的性质和方向。其次，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

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方向。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没有

剥削和压迫、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社会。这种理想社会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

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引导着无数中国人在革命和建

设的道路上前赴后继；同时，也内在地规范了革命

和建设过程中的军民、干群等社会核心利益关系，

将其凝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

奋斗。再次，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理想及最终

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中的形

式产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了积极、科学的预判，不

仅成功驾驭了中国革命的惊涛骇浪，同时，也冲破

了改革开放后的激流险滩，保障了中国人民发展的

根本利益。最后，追求共产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

人奋斗实践的目的、意向，而且是其一切奋斗实践

的最终动因。历史一再证明，价值观如果没有得到

社会利益的系统支撑，则将沦为被嘲弄的对象，并

导致自身的最终瓦解。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共产主

义的征程中，将此目标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利益，并

在发展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协调各阶层的利益

关系，增强社会各阶层的获得感，为共产主义理想

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价值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加速

驱动

“价值自觉则是在克服了受价值主体本能需要

的支配和情感爱好等非理性因素的驱使情况下, 从科

学的价值理性思维出发, 对价值事实的本质有了较正

确的认识、对价值事实的规律和必然性有了较为全

面的把握、对价值事实的后果有了应有的评判和考

量之后所做出的价值追求、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等

价值行为。”[21]价值自觉区别于缺乏对事物规律性

认识活动的、具有盲目性和非预见性的价值自发，

强调人们能够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预见实践活动

后果，具有预见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自觉是其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在正确认识并掌握人类社会本质和发展规

律基础上，创建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

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具体而言，中国共产

党人的价值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推

动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的内在动力。首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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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自觉具有导向作用。中国共产党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

及“五大发展理念”等，体现了其追求人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自觉的典型

表现。其次，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觉奋斗实践，从

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以及

新时代的深化改革，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等，充分激发其情感、激情、意志

以实现预设目标。这种自觉奋斗实践，带给中国人

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迅速富足，更重要的是增强了

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并为第三

世界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智

慧”。最后，价值自觉调控着推动人自由全面发展

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资本对人的压

迫、对人的异化，并在革命和建设中通过各种制度

和法规保障人民的权利、自由与尊严，不仅关注人

民“仓廪实”，更关注人民群众“知礼节”，尊重

和保障人民对自身发展的多元选择，切实提高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价值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精神

力量

“价值自信是主体基于特定的价值观念、价值

取向和价值追求而对价值事实的高度信任和充分肯

定的一种情绪倾向和理念引导”。[22]中国共产党人

的价值自信是其对自身价值观念的充分肯定、对自

身价值取向的强烈认同、对自身价值追求的坚定信

念，并由此而对自身价值事实的积极确信。 
首先，建党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各个历史

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

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根本指导思想，

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引发展的价

值取向，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的价值理念

与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一旦形成，便迸发出了

的强大的光芒与力量，吸引了无数党员不惜以生命

来捍卫。其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杀

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建设“舍己为人”“以

身报国”，为改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

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的事

实呈现。这些事实不仅得到了人民的赞扬、传颂与

纪念，就连对手也被深深折服、并给予了极高的尊

重。最后，真善美的价值目标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

高理想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因。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

自成立之日始的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具体映现，

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追求历程的具象展演。伟大的

价值实践及其成就使中国共产党人日益坚信自己

信念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并最终升华为中国共产党

人的政治基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自信提供丰沃 
土壤。

四、发展理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

建设的经验总结 

综观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型价值观、革命与建

设型价值观，改革与建设型价值观，以及复兴型价

值观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立足现实，回应时

代”“审视自身，完善自我”“坚守初心，赓续前

行”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价值观的逻辑主

线，亦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未来征途中的重要价值

遵循。

（一）在批判与超越中回应现实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

价值观，立足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是其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底色的重要表征。首先，近代以

来，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康德主义、基尔

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各思想派别均对中国人的

思想和实践产生过影响。然而，这些思想均无法解

决中国近代争取民族独立、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十

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一条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新途

径，也促使了先进中国人在各种思潮中最终坚定地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

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

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涌入

中国，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中国，否定马克思主义，

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其进行理论解构，深刻分析了

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与理论特征，一针见血地指出其

实质是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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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战略上的政治和文化霸权主义、心态上的

西方中心主义。[23]这非但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建

设，甚至有可能葬送社会主义的前途。再次，中国

共产党人价值观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批判摒弃

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的精

髓，创新其具体形态，发挥其行为规范、利益协调

与社会整合的功能，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二）在自省与革命中完善自身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论道更行道，从救国、兴

国、富国到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追求价值与真理的生动写实。近代以来，中

国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无出其右，其

不仅面临国内外反动敌人的残酷迫害，同时也面临

着现代化要素缺乏、超规模国家动员困境以及社会

主义建设可借鉴经验匮乏等问题。建党百年来，从

延安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到十八大以来的全

面从严治党，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

命、提升自我修养的鲜明品格。自我革命也赋予了

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能力和复杂的经验，即其能够在

复杂的环境中、在不损害现有价值观功能的情况

下，充分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引入新的价值元素，

实现其稳步转型。可以说，百年奋斗和百年成果彰

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在自省与革命中完善自我的品

格，也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开拓社会主义新境

界的重要理论恪守。

（三）在为民与奋斗中永葆初心

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检验

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坚定与否的重要标准，是中

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出发与归宿。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24]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艰苦奋斗靠的就是一腔热

血终为民、赤胆忠心至死休的为民情怀，这是中国

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然，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价值

立场。从动态上看，随着革命和建设形势的变化，

人民的利益内涵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的安全需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及目前的幸福感需求。不同的

利益内涵需要不同的价值表达与支撑，也要求对现

有的价值体系进行调适。在社会变革的紧要关头，

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准确把握住这种需求的变迁，并

通过自身的理论建设，将形而下的需求转变成形而

上的理论，赋予人民利益以正当性与合法性，从而

实现了党与群众的合力。可以说，在为民与奋斗中

永葆初心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中的重要经

验总结，将会继续照亮中国共产党人的未来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遵

循，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有

机结合，并随时准备拥抱最新、最科学的发展理

念。从历史发展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百

年嬗变是立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实需求而不断调

整的重要表征，在批判与超越中回应现实、在自省

与革命中完善自身、在为民与奋斗中永葆初心的基

本价值遵循始终如一；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建设

和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对变化着的社

会现实和人们需求的回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是其价值底色、初心使命是其价值坚守，

这种调整机制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较强的稳

定性和适应能力，使其有足够的组织力、动员力和

协调能力领导中国人民穿越革命和建设的激流险

滩，维护国家的总体安全与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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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Valu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ZHANG Jinle    YAO Bingyang

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valu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establishing a 

modern nation-state,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build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and 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y have formed revolutionary values, revolutionary and constructive values, reforming and constructive values, and 

rejuvenating values.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values is driven by value pursuit as an inexhaustible engine, value self-

consciousness as an acceleration drive, and value self-confidence as spiritual power. Generally speaking, the value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is to respond to reality in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to improve themselves in self-reflection and revolution, and 

to maintain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s in serving and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That is an important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communists’ values construc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It will also become the basic logic to follow in the future journey of Chinese 

communists.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values; historical context;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