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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党的凝聚力

刘晓玲 祁建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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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凝聚力是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基础，关乎党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强化“四个意识”是党中央在新

的历史阶段提升党的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强化政治意识，可以从个体层面增强党的凝聚力；强化大局意识，

可以从整体层面增强党的凝聚力；强化核心意识，是以“自下而上”的向度增强党的凝聚力；强化看齐意

识，则是以“从内到外”的向度增强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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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回顾 95 年的光辉历史我们发现，

党之所以能够百折不挠，攻坚克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始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现在，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方位，更加需要全

党团结统一，凝魂聚气。而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大局意识”是我们党对

长期以来管党治党宝贵经验的高度总结，是党中央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增强党

的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一、强化政治意识，从个体层面增强党的凝聚力

强化政治意识，就是要求党员具有坚定的政治理念、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严格的政治纪律。

习近平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

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有自己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要有正确的政

治方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正确的的政治方向，就会在多变的环境中迷失自己，

迷失方向，遗忘初心。而铁的纪律是共产党员的生命线，在险恶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如此，在

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更是如此。“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1]党的事业也会面临失败的危

险。

要想保证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推进，就必须保证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要想增强党

的凝聚力，就必须强化党员的政治意识。而党员是党的细胞，是组成党的基本个体。所以强

化党员的政治意识，就是从个体层面增强党的凝聚力。实际上，“党员是党的细胞和基础，

党员的素质如何，对保持党的性质，对党的战斗力、吸引力、凝聚力影响极大。”[2]一个党

员的政治意识越强，其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也就越高，政治坚定性就会越强，就越会自觉地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因此，如果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强化政

治意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增强自己的党性修养，自身就会自觉爱党、护党、兴党。而

全体党员拥有共同的政治理想，遵守统一的政治纪律，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

向共同前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掉队、不乱跑，就会产生巨大的聚合力，从而拥

有强大的凝聚力。

二、强化大局意识，从整体层面增强的党的凝聚力

大局意识就是要求党员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大局着眼，从整体着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

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3]因此，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

不以个人利益而破坏集体利益，不以当前利益而破坏长远利益，不以一时得失而枉顾历史使

命，不以局部思维而破坏整体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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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大局意识，要求党员干部要有大局和局部的权重之分。在党成立的初期，以王明为

首的临时党中央不顾党的事业大局，在处理党内矛盾时却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

针，严重破坏了党内团结，耗散了党内凝聚力，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后来，毛泽东开

创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正确的处理党内矛盾的方针。这一方针在最大程度上团

结了党的革命力量，促成了我们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十年“文化大革命”主张“以阶级斗争

为纲”，造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瘫痪。而邓小平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

个大局，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告诫全党：“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团结是胜利

的保证，为了贯彻党的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

我们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是大局，我们要有这个大局观念。”
[4]
正是在全党树立了这样的大局观，邓小平带领党中央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快速恢复了党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大局”和“局部”是能够相互转化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谋划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都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大局。但是相对

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一大局来说，上述“大局”就变成了“局部”。每个省，

每个市的建设对于本省本市的党员干部来说就是“大局”，但是相对于全国的建设来说，这

些“大局”就变成了全国“一盘棋”中的“局部”。因此，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求全体党

员干部想问题、办事情要有一个“整体”和“部分”的判断。“不谋全局者，不足以某一域”。

当自己的“大局”转化为“部分”的时候，要自觉服从上一级“整体”的决策和部署。当自

己的“一盘棋”变成“一颗棋子”的时候，要做到自己落的“一子”能使党和国家的大局“满

盘皆活”，而不是“满盘皆输”。 这样，局部顺从大局，“部分”维护“整体”，全党从

大局着力，从整体着力，党的凝聚力就会在整体层面上得到增强，党的事业就会成功。

三、强化核心意识，从“自下而上”的向度增强党的凝聚力

对于经常处于阶级斗争的险恶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核心的作用显得更为重

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就曾将权威形象地比作海船上的船长，认为危急时刻，绝对服

从船长的意志能够救大家的命。列宁曾经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

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

只能是一句空话。”
[5]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

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6]
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则指出：“任何一个领导

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7]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发现，马克思主

义政党历来重视加强全体党员的核心意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紧紧

围绕核心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才能战胜各种风浪，各种挫折。

强化核心意识的过程，是以“自下而上”的向度进行的。经过 90 多年的发展，中国共

产党从只有 50 多人的小党已经成为拥有 8000 多万党员，具有严密科学的组织层级的大党。

从邻近效应的角度讲，从习近平这一核心到基层党员，党员数量越来越多，但组织距离越来

越远，对核心的认可、服从、维护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对地逐渐减弱。因此，强化核心

意识，首先就是要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作用，听从党中央的统一调度，服从

党中央的政策命令。其次，增强党中央的核心意识，要求党中央始终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

心地位和领导权威。从全体党员服从和拥护党中央这一领导核心，再到党中央服从和拥护习

近平总书记这一领导核心。这样一级拥护一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核心，全党全国的

意志就会得到统一。从基层党员到党中央由下而上一层向一层靠拢，一层和一层团结，党员

核心意识由下而上不断得到增强，党的组织由下而上不断得到压实，党的凝聚力也就由下而

上不断得到增强。

四、强化看齐意识，从“从内到外”的向度增强党的凝聚力

一个担负历史任务的队伍，如果不能步伐一致，不能“齐步走”，就难以前进，难有担

当。全党没有看齐意识，党内就会出现纪律涣散、令行不止的问题，出现党的领导弱化，管

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的状况，就会丧失战斗力和凝聚力。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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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曾经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

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
[8]
应该看到，看齐需

要有一个基准，全体党员都应该向基准看齐，而这个基准就是党中央。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

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9]
“保持高度一致”，就是要求

党员有看齐意识，向中央看齐，调整自己的步调，纠正自己的偏差，与中央基准同频共振，

整齐划一。

看齐的过程，就是全体党员向党中央基准看齐、“最大多数”向“关键少数”看齐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这“关键少数”要能成为基准，成为模范，能为全体党员

看齐做出表率，做出标准。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

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10]

中央要求全党做到的，自

己首先要做到，上级要求下级遵守的，自己首先要遵守。因此，强化看齐意识是一个“从内

到外”的向度。首先是党中央始终要有看齐意识，率先向习近平这一核心看齐，为全党做出

表率。其次才能上级向中央看齐，下级向上级看齐，基层向核心看齐，全党向中央看齐，从

这一个向度来说，党的凝聚力“从内岛外”随着领导核心到党中央再到基层党员的整齐度和

向心力的增强而增强。“齐心”才能“协力”，“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生命力、凝

聚力和战斗力之所在。”
[11]

只有层层立标杆、上下做示范，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看齐，凝聚

力才能从党中央到基层党员一层一层的增强。

“上下同欲者胜”。十八大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正在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要赢得这场伟大斗争，没有全党的齐心协力，团结统一，没有强大的凝聚力

是不行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四个意识”是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方略、新抓手，同时

也是增强党的凝聚力的新策略、新举措。因此，只有不断强化“四个意识”，才能不断增强

党的凝聚力，从而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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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the "Four Consciousnesses"，Strengthen the Party's
Cohesion

Liu Xiaoling Qi Jianpe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 Nan Province, 410000;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 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The party's cohes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rty's vitality and vitality, and it is related to the
party's vitality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Strengthening "four consciousness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o enhance the party's cohesion at a new historical stage.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awareness can enhance the party's cohesion from an individual level;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can enhance the party's cohesion from the overall level;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re
consciousness is to enhance the party's cohesion in the direction of “bottom-up”; It is based on the
"from the inside out" to enhance the party's cohesion.

Keywords: Four Consciousnesses；Party's Cohesion；Mea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