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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共产党人的专用术语，它是一

个有着多重涵义的复杂概念，使用频率很高，涉

及领域很广。[1]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革

命”通常指的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变革，以及

为了实现这种变革而进行的思想传播与实际举动，

且这种变革是进步的、积极的、符合民心和历史

趋势的。借用“革命”的意涵，就形成了“自我

革命”一词，并在社会生活领域广泛使用。党的

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一词被引入政治理论

和党的建设话语体系之中，其内涵与意蕴不断充

实，使用场景与指向日渐丰富，地位与规格不断

抬升，目前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领域中的“顶格”词汇。《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第十九大专题的题目就叫“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然而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比如，少数人混淆革命与“自我革命”在语义和指

向上的内在区别，不利于正确认识党的“自我革命”

的科学内涵。一些研究者认为，党的自我革命被约

略等同于党的建设各方面，进而探讨党在思想、组

织、制度、作风、纪律诸方面的自我革命，等等。

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免

生硬牵强，实质上是没有透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

真谛与内涵。[2] 那么，“自我革命”到底为党建和

政治理论与话语增添了什么？就这个词语的内涵表

达与意蕴传递进行一番专门理解与解读，实属必要。

      一、从“精神”方面理解，“自我革命”指向

的是“主动彻底改变自身”的精神气质与心理状态

应当看到，“自我革命”在进入党的建设话

语体系之前，久已在社会上流传。作为对“革命”

准确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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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一词被引入政治理论和党的建设话语体系，其

内涵与意蕴不断充实，使用场景与指向日渐丰富，成为新时代核心政治词汇之一。然

而基于当前研究现状，深刻理解“自我革命”的内涵，需要更细致的理论解读。从“精神”

方面理解，“自我革命”指向的是“主动彻底改变自身”的精神气质与心理状态；从“实践”

方面理解，“自我革命”指向的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从“理

论”方面理解，“自我革命”指向的是社会革命在党的建设领域的推演与映射；从“政

治”方面理解，“自我革命”指向的是长期执政条件下的精神振奋与规律探寻。总之，

“自我革命”面向实践的多向度展开，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话

语和理论创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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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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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的一种借用，“自我革命”喻指的是主体对自

身主动进行的某种积极的、彻底的改变（当然这种

改变通常伴随着痛苦与不适），从而达到焕发新的

生机活力的目的和效果。简言之，一般意义上的“自

我革命”内涵约略等于“主动彻底改变自身”。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早 先 使 用“ 自 我 革 命” 这 一

提法的时候，主要是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域，其使

用也是就“主动彻底改变自身”意义而言的。在

2015 年 5 月 5 日 中 央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第

十二次会议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

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

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我们

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

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

篇大文章做好。”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

徽调研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

敢于自我革命”。2016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强调，

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

将“自我革命”引入党建话语体系，首要的

用意也在其“主动彻底改变自身”之内涵。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党要以自我革

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此 后， 他 在 2016 年 底 中 央 政 治 局 民 主 生 活 会 讲

话、2017 年 2 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都提到了“自我革

命”。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有：“把党

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

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将“自我革命”引入党建

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所要传达的意涵是，党

在解决自身问题、建设强大政党方面要有实现“主

动彻底改变自身”的精神状态——这可以称为“自

我革命”的“精神性内涵”。对此，有研究指出，“真

正带根本引领性和内在驱动力的，是一种坚持自

我审视、反躬自省的高度清醒，是一种永不自满、

永不懈怠的政治勇气”。[3] 

党的十九大之后不久，2018 年 1 月 5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

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

班式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党的“自我革命”，“自

我革命”在“精神性内涵”方面又得以丰富和延

展。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

进行了这样的表述：“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

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有力。”“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

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

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

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这就明白无

误地传达了“自我革命”精神性内涵的指向所在。

要言之，只有以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对待自身，

勇于敢于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党才能够永葆革

命精神劲头和生机活力。

二、从“实践”方面理解，“自我革命”指

向的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提出，全党要“不断增

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此沿用，“四自能力”由此成

为党的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提法。本来，“四自

能力”主要是从反腐倡廉的角度说的，意在表达

“全党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建设廉洁政治”之涵义。

这一提法在后来的使用中从廉洁政治的使用场景

扩展到了一般的党的建设场景，具有了“全党积

极行动起来，主动建设强大政党”的意味。比如，

2013 年 1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

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2014 年 10 月 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

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

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

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上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

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准确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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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正是由于“四自能力”与“自我革命”的使

用内涵具有相当的接近性，因而在党的权威政治

文本的演化中，二者产生了密切的语义连带关系。

2018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

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只有在

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

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敢

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不断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

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在这里，“四自能力”已经去掉了“能力”

后缀，从而“四自”成为党提升自我的“一套功夫”。

“四自”成为一种独立的术语，被权威性地

赋予了新的内涵，彻底超越了廉洁政治的语义范

畴，成为党的建设领域的庄重用语。2019 年 6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以“提要求”的表述方式，

对“四自”的内涵进行了明确解说：“自我净化”

就是“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

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自我

完善”就是“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

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

督机制”，“自我革新”就是“深刻把握时代发

展大势，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

制机制弊端，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

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自我提高”

就是“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

众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

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经过这样的阐释，“四自”与“自我革命”

总体上在语义上已经高度耦合，于是学术界主流

对“自我革命”基本从“四自”角度进行阐释。

例如，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概括来说就是不忘初心，牢记宗旨，坚持一切从

实际出发，在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

自我超越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4]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

我革命，就是通过不断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经常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克 服 自 身 存 在 的 缺 点， 始 终 保 持 生 机 活 力 的 过

程。”[5] 还有研究者认为：“从政党的语境来讲，

所谓自我革命，就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

革命的同时，勇于把自己作为特殊的革命对象，

以革命的气魄、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斗志、革命

的智慧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的全部实践活动。”[6] 

也有以一种变化形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句式表达来对“自我革命”进行解说。例如，有

研究者认为，自我革命是自我警醒、自我否定、

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革命

性行为。[7] 或者“党的自我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为了追求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纯洁性、提

升党的全面领导水平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以解决党内突出问题为基本出发点，以革命精神

和斗志而进行的自我警醒、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纠正和自

我革新，最终达到自我提升、自我巩固和自我完

善的政治行动”。[8] 

三、从“理论”方面理解，“自我革命”指

向的是社会革命在党的建设领域的推演与映射

仅就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而言，党的“自我

革命”也可以发掘出充足的理论根脉，这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

鲜明理论品格，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

的实践品格和精神底色。[9]

具体到新时代的党建和政治理论场域中，“自

我革命”具有特定的理论意涵。有研究者指出，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政治革命的对象是反

动的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社会革命的对象是经

济基础或上层建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自

我革命”命题，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为

革命对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创

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深刻的理

论内涵。[10] 就其最直接的理论内涵而言，主要体

现于“两个伟大革命”方面。2018 年 1 月 5 日，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

准确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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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并提并予以阐发。他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

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

续。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

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以伟大

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既是我们党领导

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什么叫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

党人要进行的社会革命，就是打破旧世界，创造

新社会。具体地说，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

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

运动。”[11] 与“社会革命”相关联的概念还有“政

治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打破旧的

政治上层建筑，创造新的政治上层建筑，称为“政

治革命”；打破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称为“社

会革命”。从逻辑上说，“政治革命”为“社会

革命”创造根本条件，但“社会革命”包含但不

限于“政治革命”。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改革被称为“第二次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将“两个伟大革命”合称并提

出“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话语

运用的层面进行分析，其重心显然在于阐发“自

我革命”。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殿堂

中，本无“自我革命”而有“社会革命”，并且“社

会革命”这个词语的地位还比较高，显然，将“两

个伟大革命”并提，其实质性效果就是用“社会

革命”来抬升“自我革命”，将前者的理论内涵

灌注到后者之中，使其理论的内涵更饱满，在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由此所形成的理论推演就是：“社会革命”对“自

我革命”形成任务要求，“自我革命”有效助推

引领“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具有坚实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自我革命”也具有了同样

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将“自我革命”链

接于“社会革命”并进行理论化，是具有原创性

的理论贡献；藉由“社会革命”而将“自我革命”

抻入马克思主义基础领域空间之中，是巧妙的理

论创新策略。有研究者认为，“两个伟大革命论”

纠正了以往混淆认知同错误理解中将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同改革开放历史

阶段相互割裂并人为对立的错误倾向，弥合了革

命、建设、改革话语之间的鸿沟。[12] 

借助于“两个伟大革命”，革命话语被重新

带回到了当代中国党建与政治话语的中心地带。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服务于它所领导的中国

社会和党的具体事业，它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话语

游戏，而是指导革新的理念、精神和价值的复合

体。”[13] “两个伟大革命”透彻性地打通了革命、

建设与改革在话语体系上的隐性阻隔，特别是革

命话语体系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导入

阻隔，为有效激活革命精神元素与革命话语资源

提供了极大便利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

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有

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

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

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铺垫，“自我革命”因而也

就具有“革故鼎新、守正创新”的意涵。有研究

者认为，同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相呼应，党的自我

革命的内涵可从“守正”“革故”“鼎新”三个

层面来把握。[14] 

四、从“政治”方面理解，“自我革命”指

向的是长期执政条件下的精神振奋与规律探寻

从话语使用的层面看，“自我革命”尽管名

之曰“革命”，但并非“改旗易帜”“改朝换代”“改

天换地”的涵义，而是借取了“革命”一词所指

代的神魂意蕴和理念主旨。可为证据的是，在《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英文版中，自我革命

被翻译为“Self-revolution”。或许为避免英文语

境中的可能出现的重大误解，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的英文版中，自我革命被翻译成为“Self-reform”。

这一细节所传递的信息，无疑更显示了权威方面

对“自我革命”意蕴的认定与把握。

有研究者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包括三个层次

的内涵：首先是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

准确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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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变革、自我净化、自我扬弃的革命；其次是

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完善、自我规范、自我

监督的改革；最后是革新，是中国共产党守初心

担使命的革新。这三者既层次分明，又相互促进。

“革命”提供了前提条件，“改革”提供了制度

保障，“革新”提供了思想保障，三者共同构成

了党的自我革命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15] 这样的

解读揭示了“自我革命”一词的多方面涵义，但

显然有些叠床架屋之繁琐，对“自我革命”话语

的政治把握不够精到。归根到底，在当代中国政

治话语和党建话语中，“自我革命”的实质就是“自

我改革”，一如其英文翻译所传递的那样。

问题的尖锐之处在于，为什么在新时代要使用

“自我革命”这样“带有辣味的”“刺激性的”语词？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着重从政治方面思考：

其一，保持警惕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有研究者认为，长期执政条件下，政党不必担心

自己的政权丢失，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与对手竞争，但也恰恰因为没有竞争压力而容易

遭遇来自政党内部的严峻挑战，即自我松懈与自

我膨胀。[16] 和平的环境、优渥的条件和长期执政

的地位，容易侵蚀掉党的革命性特质，从而存在

失掉执政地位的风险隐患；强调“自我革命”，

能够唤起革命精神，防范和抵御侵蚀。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

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

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

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有研

究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旨在因应当

前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还内在地包含着通过

预防未来的风险和危机以永葆党的政治生命力和

长期执政地位。[17] 自我革命精神也是一种批判自

我的精神，是自我否定、自我查找问题、自我反

思和改造的过程，是一种主动作为、勇于自我超

越的内在品质。[18] 

其二，增强主动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

有反抗”，革命的常规逻辑实际上具有某种被动的

意味。但强调“自我革命”，实际上强调的是积极

主动地解决问题、升级进步。面对党内存在的各种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重的问题不是存

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

题”。“如果我们党不能自己解决自身的矛盾和问

题，长期积累下去，那就要发生我说过的霸王别姬

的问题了，那就不是一般的被动，而是为时已晚

了。”之所以可能出现某种被动，其内在机理在于，

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

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陷入“革

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分析指出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

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它打破的是利益藩篱，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

革除的是体制之弊，清除的是腐败毒瘤，因而是一

场很不容易的革命。[19] 但是，“前途命运都掌握

在自己手上”，现在的主动是为了避免将来的被动；

自己越主动，就越不容易陷入被动；为了避免被动，

必须主动“走出舒适区”，“自找苦吃”。强调“自

我革命”，是为了面向全党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清楚、

更透彻，使之更加入脑入心。

其三，探寻规律性。有研究者认为，把管党

治党上升到自我革命的高度来践行，在马克思主

义政党建设史上是一个重大贡献。[20] 背后所透射

的，当然是规律性考虑。习近平总书记谋划和推

进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始终围绕探

寻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而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

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这段对话，意在强调要

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路径之所在。这当然是

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

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

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

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

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

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

顺应民心不容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认定，“马

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

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

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强调“自我革命”，

准确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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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以高度的责任与自觉适应长期执政条件下执

政党自身建设最高要求，打破历史的宿命。因而，

“自我革命不仅是主观的追求，不仅是高度的自觉，

还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之举”。[21] 

总之，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话语

表达，蕴含着不同维度的话语逻辑。[22] 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逐步形成一个具有

内在逻辑的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23] “自我革命”

面向实践的多向度展开，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

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话语和理论创新作用。对于

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词汇，研究者思考者完全有

责任把稳把准其科学内涵，使之更好发挥一个马

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应有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齐卫平 . 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

严治党 [J]. 思想理论教育，2019，（8）.

[2] 赵秀华 .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9，（3）.

[3] 甄 占 民 .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和 自 我 革 命 精 神

[N]. 学习时报，2016-11-28.

[4] 何毅亭 . 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N]. 学

习时报，2017-07-14.

[5] 沈传亮 .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J].

党建研究，2020，（5）.

[6] 黄蓉生，方建 . 勇于自我革命与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0，（1）.

[7] 赵绪生 .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5）.

[8] 唐皇凤，任婷婷 . 新中国 70 年中国共产党

的自我革命：实践历程、基本经验与战略路径 [J].

江苏社会科学，2019，（5）.

[9] 甄占民，董振华 . 党的自我革命的哲学依

据 [N]. 光明日报，2020-07-01.

[10] 刘新伟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论

析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

[11] 徐光春 . 伟大的社会革命与伟大的自我革

命 [J]. 求是，2018，（8）.

[12] 李雪阳，郭立 . 辩证认知同深刻理解伟大

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兼析习近平总书记

“两个伟大革命论”[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4）.

[13] 张伟 . 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

核心要义 [J]. 社会主义研究，2020，（1）.

[14] 赵秀华 . 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

科学内涵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2）.

[15] 孙志伟 .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涵

探析 [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0，（2）.

[16] 王纪臣，尚庆飞 . 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党

的自我革命重大命题研究 [J]. 学海，2018，（5）.

[17] 覃辉银，刘微 .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概

念界定及内涵刍议 [J]. 探求，2020，（4）.

[18] 梁晓宇 .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科

学内涵、现实缘由与基本要求 [J]. 大连干部学刊，

2020，（7）.

[19] 何毅亭 . 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J]. 学

习时报，2017-07-14.

[20] 姜辉 . 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

革命 [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04-23.

[21] 陈培永，张宇晶 .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

大社会革命 [J]. 红旗文稿，2019，（16）.

[22] 张瑾，曾繁灼 .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

产党自我革命的话语逻辑 [J]. 岭南学刊，2019，（6）.

[23] 甄占民，唐爱军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

革命理论的系统构建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学报，2020，（6）.

作者：黄相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

          室主任、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熊哲文

准确把握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