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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的视域下探究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重逻辑

杨桂梅，王秀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100000）

摘 要：勇于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加强自身建设具有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视域探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有其深厚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和价值逻辑。唯物辩证法是党自我革命理论逻辑，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论是党自我革命的实践逻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刀刃向内，去腐生肌是党自我革命的基本

要求；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党自我革命的价值逻辑，坚持改造实践与认识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跳出历史周期律，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全面解放是其根本意义所在。此“三维统一”，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

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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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

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

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1]敢于直面问题，勇于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途经。近年

来，对党的自我革命问题的研究逐步增多，多集中于“自我革命的路径选择”、“习总书记

关于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宏观层面论述自我革命的逻辑，但从哲学视域探析自我革命的

三重逻辑的研究成果较少。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有着清晰

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二十大报告上，习总书记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出新

要求，告诫全党必须牢记“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因此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深入研究，

领悟其深厚的哲学意蕴，对于新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唯物辩证法是党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不是空穴来风，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唯物辩证法是党自我革命

的理论基础。“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2]
在马克

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也展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自我革命已经成

为党能够成功，并将继续走向成功的关键。

（一）遵循“对立统一”，矛盾运动是自我革命的动力源泉

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性规

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世界上没有不存在

矛盾的事物，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这决定了斗争在新时代的时空中仍不可避免；同时，矛盾

[1]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

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N］.人民日报，2019-01-12（00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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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又决定了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必然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习

近平总书记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深入考察“四个伟大”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辩证逻辑，从而作出

关于“自我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就是基于对立统一规律所作出的科学判断，是矛盾学

说在治国理政中的具体运用。

矛盾的普遍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是在矛盾

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1]这是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作出的科学结论。马克

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是在同各种反动势力和错误理论思潮的做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

展完善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和运动，经历了无数次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才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并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中逐渐成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自我革命

历经百年奋斗才逐步接近实现，每一个阶段都不乏英勇顽强的伟大斗争。

矛盾的特殊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因而每一事

物的产生发展过程都具有特殊性。这种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伟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不会

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而是表现出与具体条件相适应的鲜明时代特征。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

上，我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显著增多，国内外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上看，面

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西方敌对

势力意识形态的渗透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诸多挑战。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于在新的历

史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发

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日益复杂、多元、交融。这

就要求我们处理各种矛盾时因时而变、因势而动、顺势而为。

如恩格斯所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

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2]
党的自我革命动力产生于社会矛盾

运动之中，反映于内部矛盾斗争的广泛共识之中。当今我们正处救亡图存的历史阶段也是最

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要勇敢面对“四大考验”，坚决战胜“四种危险”，必

须坚持自我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二）把握“质量互变”，拒腐防变是自我革命的评判标尺

质变量变规律是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过程，是解答万事万

物的变化的理论论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质”是事物规定其是自身而非他物的根本属

性，而“量”则是事物在保持“质”的稳定性过程中的变化和积累。在度的界定下，“质”

和“量”既规定对方，又通过规定对方而规定自身，使彼此相统一；一旦超出“度”的界定，

“质”与“量”的平衡被打破，事物的性质将随之发生转变。党的自我革命蕴含了深刻的

“质”“量”“度”统一的思想。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从源头上教育党员干部守住

拒腐防变的防线，坚定政治方向，守住政治关，将拒腐防变是作为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评判

标尺、坚决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临着的考验更加严峻，危险更须警惕。在新的历史时期，腐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 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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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发生原因、表现形式、复杂程度、后果危害等与过去相比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反

腐败斗争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内忧外患”考验着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和信心。有

鉴于此，如何进一步增强党员拒腐防变免疫能力和自洁能力保持党员纯洁性，进而保证党的

纯洁性，不仅仅成了考验我们党员，尤其是领导素养好坏的标准，还成了考验我们党的自洁

机制好与不好、有效还是无效的一个标尺。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科学预

判反腐败斗争形势，对管党治党、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发展。从 2014 年习总书

记提出“三不”的有效机制，到 2019 年提出“三不一体”的战略目标，可以看出我们党关

于反腐败斗争的思考和总结同样在实践中拓展深化。有关“三不”表述的变化，直至提出“三

不”一体推进，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必须深化“三不”

一体推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坚决打赢反腐

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社会历史演进是在量变与质变的交替作用中进行的，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1]
这就

要求全党必须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握底线思维，运用质量互

变方法，拒腐防变、自我革新。

（三）坚持“辩证否定”，批判与自我批评是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

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是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螺旋式上升的，党在实践中批评与

自我批评就是这一规律的直接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革命的“那个阶级”只有在清

除自身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推翻统治阶级”“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2]
，

中国共产党是在充分认识辩证否定规律的基础上成立、发展起来的全新无产阶级政党。其在

革命的进程中始终是根据外部实际情况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实

现自我革新自我发展，推动自身内在演进和外部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双方互相

斗争，又互相促进，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最终实现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中国共产

党自我革命就是要在批判旧事物的同时吸纳其优点、合理性因素，孕育新生的美好事物萌芽

并促使其不断发育成长，本质上构成一种扬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革命风起云涌，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及人民斗争的必然结果。党的自我革命的红色基因天生成为党的

鲜明品格，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贯穿于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各方面。

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奋斗中，既要发扬革命精神，开展革命斗争；也要发扬自我否定

精神，不断净化党的自身。在党的长期执政过程中，既要发扬革命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也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

秉持辩证否定观，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实现自我革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自我

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完善的独特方式，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正如列

宁所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

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
[3]
。

习近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

有力武器” [4]。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就在于其不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版，第 161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3 页。

[3]《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7 页。

[4]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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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问题，不掩盖错误，不逃避责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辩

证否定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即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前进发展。

二、辩证唯物论体现党自我革命的实践逻辑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在批判“清算”旧唯物主义哲学时扛起了

实践大旗，深刻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决议》

强调“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
[2]
纵观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坚持辩证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发挥“主

观能动性”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是党勇于自我革命实事求是地直面党内问题，积极主

动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逻辑。

（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立足于“思维与存在”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辨，揭示了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要求在客观实际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实践蕴含着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是推动理论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理论

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系统化的认识成果，科学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

当下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既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自我革命的产物，又是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

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

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3]
在马克思经典作家看来，理论与实践并无主次之分，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有所侧重，

并且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两个强大武器。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明确指出“在坚持

实践第一原则的基础上，着力推进理论创新”
[4]
。并对“认识、实践、理论创新”之间的内

在关系做了系统梳理，精辟地指出：“必须依据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不断深化认识、深刻

总结经验，达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融合统一，在融合与统一中发展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
[5]
历史表明，正是在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得

以创新发展，催生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成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

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大力推动自我革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在推动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习总书记在

二十大中强调，要坚持理论创新，坚持两个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面对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坚持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的互动中统筹

“两个大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新的伟大胜利，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因此，中国学界需要给出中国式独创性、前瞻性的理论回答。为此，

需要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中国实际，不断增强主体性、原创性、时代性，在新时代

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理论创新发展，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长远的眼光、更加宽广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版，第 57 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0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 页。

[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5]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

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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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来思考和把握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持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释世界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理论形态，使具有中

国特色的“中国理论”走向全世界。

（二）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

辩证唯物论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积极的能动精神是该

理论的重要指向。在自我革命的奋斗历程中，党立足于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既敢于正视问

题、克服缺点，又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党自我革命提出以来，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党的执政本领加强、依靠群众等方面工作效果显著，大大增强了人民对党的支持

与信任，这也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唯物论原理在自我革命实践逻辑当中的体现。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时期伟大转折到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革命政府的廉洁，并打击官僚主义作风。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党内日益滋生的贪污腐败现象，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开展了苏

区廉政运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党一直要将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传承

下去，一定要将艰苦奋斗的作风传承下去，这为党风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禁止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为创建廉

政法律制度奠定了宪制基础。1951 年春展开的整风运动和整党运动，是新时期党在执政过

程中教育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自身纯洁性先进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开始后刀刃向

内、自我革命的鲜明体现[1]。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为了使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入，使反腐败斗争快速推进，制定了反腐败

三项工作相互协作的格局：一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二是对不合规案件进行严肃查处，三是

对不正之风快速纠正
[2]
。这一时期，反腐败斗争从注重惩治转向惩治和预防相结合、重在预

防，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之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征程的伟大自我革命，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把反腐

败斗争列入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意志“打

虎”“拍蝇”“猎狐”，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实践证明，自我革命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永葆党的肌体健康，防止人亡政息的历史

铁律，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及时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

力。

三、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实现党自我革命的价值旨归

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视域中，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贯穿于人类社会

发展的全过程，不仅成为社会形态更替复杂性与统一性的内在根源，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的内在推动力量。从这一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体现了党自我革命的价值旨归。

[1] 石仲泉.从百年党史看自我革命[N].学习时报, 2021−04−05(001).

[2] 深入持久反腐败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服务——尉健行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的报告[J].中国

监察, 1994(4): 5−11,15.



http://www.sinoss.net

- 6 -

（一）把握“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

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在规定。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自

身、把握自身，在历史的经验中不断总结反思、实践、在总结反思、实践从而达到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实践目的，内在蕴含着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认识论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论述中没有拘泥于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浮沉

的周期性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历程与趋势，而是从世界政党发展演变中探究政党

兴盛衰亡规律，总结经验与教训。从现代政党诞生至今，世界各国有无数政党登上历史舞台，

发挥一定作用，其中，部分政党呈现兴衰更替、存亡起伏的发展轨迹。时至今日，仍有部分

政党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而有些政党在历史长河中犹如昙花一现，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

其中，不乏显赫一时的大党、老党，这些教训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鉴戒。

尤其是苏联共产党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曲折历程，对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具有重要

的镜鉴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沦丧、政治纪律松弛、

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等方面深刻剖析了苏共蜕变覆亡的原因，旨在从中汲取教训，促进自我警

醒、自我革命，避免重蹈覆辙。

除苏联共产党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入剖析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的兴衰浮沉，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漠视人民利益、国家治理低效、管党治党松软等，是导

致其难以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重要原因。虽然中西方政党在产生的社会基础、制度依托等

方面存在不同，在价值旨向、使命任务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但针对部分西方国家的政权更

迭、政党轮替等，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从中总结失误、汲取教训，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使其发

挥他山之石的重要作用，“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

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1]。

作为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执政掌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维护自身执政安全面临的

环境之复杂、挑战之严峻是前所未有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变化

不断丰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维思路、方式方法。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统一于积极的、能动

的革命实践中,这种革命实践是认识产生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通过实践、认识，到发现规律,

总结经验,继而运用到指导实践的过程中。

（二）掌握“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实现人类解放是自我革命的目标指向

坚持真理与价值相统一，意味着人们既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追求和服从真理，也要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人的生存

和发展。总的来说，在实践活动中，要坚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百年来，党坚

持在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追求。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辩证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从事的社会实践，贯穿于中国共产党自我

革命的奋斗历程。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内在蕴含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便同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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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社会革命是指先进的生产关系战胜落后的生产

关系，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较低级的社会形态，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根据五种社

会形态理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被称之为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共

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自身成长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是与机器大

工业相联系的力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同时也不可

避免地带有文化落后、意识保守、眼界狭窄等缺点。只有在自我革命实践中，才能涤荡落后

思想，革除陈旧习惯，增强革命本领，培养革命精神，锻炼革命品质，逐渐成长为新社会的

领导力量。

追求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内在蕴含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从目的上看，把党的自我革

命进行到底，就是要通过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牢

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始终代表中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内在地要求必须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这也是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

心的价值立场所决定的。对共产党人来说，不仅要经常打扫“灰尘”，避免“灰尘污物”蒙

蔽初心，腐蚀党性，削弱人民性；更要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决心，整治顽瘴痼

疾，纠正自身错误，自我纯洁净化，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价值旨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内在蕴含着党性与人民性的价值论立场。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整个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旨归。

以史为鉴，方能开创未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指导，延续自我革命的理论创造，

推动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我们必须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

力，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为人民衷心拥护，始终经

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

现人类解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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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CPC's self-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Yang Guimei, Wang Xiuli

(China Youth Political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 The courage of self-revolution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and political advantage of the
centennial CPC in strengthening its own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symbol that the CPC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Exploring the self-revolution of the CP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has its profound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and value logic.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providing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Adhering to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Adhering to the truth, correcting errors, turning the blade inward, and
eliminating corruption ar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Adhering to the
materialistic epistemology is the value logic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and knowledge, truth and value, jumping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and ultimately
realizing the overall liberation of human society is its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This "three-dimensional
unity" reflects tha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s the party's guide to self-revolution.

Keyword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 Self revolution; Historical
period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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