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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民主集中制对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

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集中制重要论述对马克思

主义民主集中制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从价值论角度进一步提升了民

主集中制的政治地位。一是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制度优势；二是明确提出民

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三是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治理实践的巨大

优势，体现和贯穿于中国制度的部分显著优势中。其次，从认识论角度厘清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

系，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民主集中制新的时代内涵。一是提出“两个维护”是民主集中制在新时代的

创造性运用；二是将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举措；三是明确民主集中制是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制度保障；四是将民主集中制作为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法

宝。最后，从方法论角度聚焦新时代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目标，坚持系统性思维统筹推进新时代民

主集中制建设。结合时代需要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是基本前提；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具

体制度是首要任务；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保障机制是根本保证；完备民主集中制宣传教育和评

估反馈体系是关键；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在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中的巨大优势是核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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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

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1](P65)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

产党最大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组织

凝聚、科学决策、高效领导的重要制度保障。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气场、

战略家的气度、革命家的气概着眼于新时代党

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一系列

内涵深刻，逻辑缜密的新论述、新提法、新论

断，其内在逻辑包括：从价值论角度论析了新时

代“为什么”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从认识论

角度分析了新时代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是

什么”；从方法论角度阐明了新时代民主集中制

建设要“怎么办”。总之，习近平总书记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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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视角和创新性的思维回应并解答了新时代

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地位、理论内涵、制度建设

等重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理论作

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一、从价值论角度进一步提升了
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地位

早在1945年5月，毛泽东就曾提出“新民主主

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2](P1057)实

际表达了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拓展运用于国

家机构建设的构想。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民

主集中制在政体中的地位，规定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须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运行。进入

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时

代诉求和现实发展，从政党、社会、国家等维度

创新性地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最大的制度优

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国

家治理实践的巨大优势，进一步提升了民主集

中制的战略地位。

（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最大制度优势

1992年7月，邓小平曾评价民主集中制是

“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3](P1351)并且

告诫全党未来一定要把这一根本制度讲清楚、

讲透彻、讲具体。2012年6月，习近平进一步明

确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整体布局中的独特

地位和独到价值，在党内首次作出了“民主集中

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4](P1023)这一鲜明论

断。民主集中制能够卓有成效地组织、推进和

监督党的健康发展，其强大制度优势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昭示出一条铁的定律：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保证党组织凝聚

为一个坚定团结、充满生机、昂扬战斗的有机

体，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民

主集中制确保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

指挥下保持一致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为党提供

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组织支撑和动员保障。

第二，有利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证集思

广益。实践证明，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抓手支持、

落实和保障全体党员平等、自觉参与党内运行和

管理，鼓励通过基层调研、民主监督、意见反馈

等形式激发全党的创造力、创作力、创新力，能

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定政策和策略的科学性、正

确性、客观性。总之，各级党组织要特别注意发

扬民主作风、民主风格、民主精神，鼓励出现决

策议事的思想交锋、思想碰撞、思想火花。

第三，善于正确集中、执行迅速有力。一方

面，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冗长拖沓、繁复无序、

效率低下的决策机制不同，民主集中制在经过充

分的民主调研、民主讨论、民主探究的基础上，

能够以高效的集中筛选、集中汇总、集中决断机

制迅捷地制定出反映民意的统一政策和策略。另

一方面，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瞻前顾后、扯

皮掣肘、行动滞缓的执行机制，民主集中制通过

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执行力把党中央和上级

组织的思路和指示贯彻落实到位，确保政策和策

略一经发布即有效转化为惠及群众的实践。

（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鲜明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

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

制。1962年1月，刘少奇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渗

透贯穿于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各维度、各领域

的根本制度，若坚持民主集中制不到位，“就不

能建设社会主义”。[5](P364)1979年3月，邓小平强

调，民主集中制正确规范和科学调控了社会上

各种利益因素，“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

的组成部分”。[6](P175)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继承和发展了上述思想，将视角着重聚焦于民

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域的鲜明特征

和独特效能，创新性地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7]（P25）

第一，民主集中制使党长期拥有坚强有力

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各司其职的分工协 作机

制。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一

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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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效的工作机制”。[8](P480)这表明，民主集

中制能够成为党百年来永葆生机活力和初心使

命的制度密码，主要因为：一方面，民主集中制

确保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体党员和人民

群众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破浪前行；[9](P9)另一

方面，党的中央委员之间、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成

员之间是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相互

监督的关系，充分发挥了“民主—集中—民主”

的工作方法优势。

第二，民主集中制是国家事业稳定发展和

迈进的重要制度保障。只有依靠民主集中制凝

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力量、能量，科学制定并坚

决执行满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需求的决

策和政策，才能保证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欣欣向

荣，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健康发展，才

能保证政治秩序的干净清爽和阳光和谐。

第三，民主集中制作为连接党和国家制度

的内嵌机制，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同质化构建。民

主集中制恰若一根红线把党的制度和国家制度

有机连接起来，较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坛不

够稳定、政策不够持久、政党派系林立、政权内

耗严重的政治现象，民主集中制在中国道路的

实践中彰显出党政协作、精密部署、同频共振、

共同发力的强大政治优势。

（三）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治理实践的巨大

优势

在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中，民主集中制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2019年9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

把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

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实行民主集

中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

度在实践中的四大显著优势。将民主集中制优

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位一体”

的优势并列，足见其地位十分突出。[10](P6)具体

来讲，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制度的鲜明特点和

突出优势，能够使国家机关和机构团结成一个

踔厉奋发的战斗整体，克服了相互推诿、相互内

斗、相互争权、相互限制的现象。

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

结了中国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民主集中制

的优势实际体现和贯穿于这些显著优势中。例

如，中国制度的前三条显著优势（简称“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显著优势”“人民当家作主显著

优势”“全面依法治国显著优势”）的发挥均须

民主集中制提供制度支持和机制保障。具体来

讲：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

支持、纪律规范和制度保证；坚持人民民主必须

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工作方式和工作手段；坚持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进民

主化和法治化进程。中国制度的第四条显著优

势（简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的发

挥要以民主集中制的强大制度优势作为支撑。

这体现在：民主集中制可以有效调动党内积极

性、整合社会资源、保证全国一盘棋，做到直面

顽疾、统筹规划、科学部署、执行有力，以强大

的组织力、号召力、战斗力集中力量解决问题。

中国制度的第十条显著优势（简称“培养造就

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的发挥要依赖

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干部选拔原则。这是因为，

只有具备清朗民主的人才选拔环境和集中高效

的人才选拔机制，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赓续输送

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干部和人才。

二、从认识论角度丰富了民主
集中制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促进民主

和集中相统一为出发点、着力点、落脚点，鲜明

提出了“两个维护”等民主集中制的新概念、新

论断、新范畴，丰富和拓展了新时代民主集中制

的理论内涵、适用场域、运用方法。

（一）“两个维护”是民主集中制在新时代

的创造性运用

党的发展史表明，党组织的团结和谐和清

朗健康需要积极发扬党内民主，但如果没有坚

强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保证，党就不可能具备

凝聚力和感召力。作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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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首要任务，“两个维护”是党对民主集中制

的创造性运用。

一方面，做到“两个维护”的过程就是发挥

民主集中制政治优势的过程。这是因为：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即要求在集思广益的民主基

础上进行正确有效的集中；坚决落实“两个维

护”，即呼唤在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下实

现民主诉求。发挥民主集中制政治优势迫切要求

“两个维护”，把讲政治、讲规矩作为前提，才

能有效解决党组织发扬民主不够、开展批评不

够等问题。发挥民主集中制政治优势需要“两个

维护”保障，对于全球最大的执政党而言，只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一锤定音的

权威，才能有效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另一方面，“两个维护”在民主集中制的

“四个服从”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要维

护领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四个服从”是党章

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原则，其中最核心、

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做到“全党服

从党中央”。这与“两个维护”强调的“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致和贯通

的。此外，作为新时代民主集中制创造性运用的

“两个维护”还突出强调了对党的领导人核心

地位的尊重、拥护和维护，明确提出要“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这是因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11](P8)

（二）将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强化党内监督

的核心

1962年1月，毛泽东构建了“贯彻民主集中

制→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党内监督”的

运作机制。[12] ( P 293)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夯实和提升了民主集中制对党内监督的

直接作用和效能，并于2016年1月在党内首次

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

心”。[13](P22)

首先，民主集中制能够全面化、综合化、立

体化、纵深化地发挥出对各级党委和组织的监

督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必须通过民主集中

制调动起全体党员对党内监督的责任感、使命

感、认同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监督核心和

监督利剑作用，实现对党的监督全方面、全方

位、全覆盖、无死角，保证党内监督的有效性、

针对性、实用性。总之，民主集中制确保了全体

党员平等地参与到党内监督之中，同时也确保了

全体党员时刻位于党组织和其他同志的民主监

督之下，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阳光有序、和谐

明朗的党内政治生态。

其次，民主集中制使党员民主监督有力开

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民主监督是党内

监督的基本方式”。[7](P228)这即要求：全体党员

要着力提高对民主监督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理

解，把其当作每位党员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重要义务和重要担当，自觉加强对领导干部在

政治信念、领导能力、业务基础、工作方式、生

活作风等方面的民主监督，勇于反映、检举、批

评、揭发存在问题的组织和个人；各级党组织和

领导干部要全力保障党员民主监督形式，奋力

完善党员民主监督机制，勠力畅通党员民主监

督渠道，坚决处理和严肃问责干扰监督、阻碍

监督、敷衍监督、报复监督的行为和个人。

（三）明确民主集中制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的重要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创造性地把民主

集中制贯穿运用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各步

骤、各环节、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民主集

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

障”。[14](P27)这是因为，只有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

制原则，才能提高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才能规

范党内政治秩序，才能清朗党内政治关系。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

党内一切关系的原则。只有遵循和依据民主集

中制原则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党内一切关系，

才能勇于面对、严谨分析、智慧解决党内存在

的问题和顽疾，才能构建团结和谐、井然有序、

风清气正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环境，才能警惕、

摒弃和杜绝一切分裂和破坏党组织的政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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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活动。

第二，民主集中制能够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五条要求：维护党

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遵循组织程序、服从

组织决定、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15](P350-351)

可见，这五条要求均与民主集中制直接相关：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两个维护”的首要诉求；

维护党的团结是民主集中制作为领导制度的核

心要义；遵循组织程序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

本理念；服从组织决定是“四个服从”的关键

一条；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是民主集中

制和群众路线规定的工作要求和工作作风。总

之，全体党员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理解充

分、理解清晰、理解透彻。

第三，民主集中制可以提升选人用人公信

力。通过逐级遴选机制，民主集中制把最经得起

组织和人民考验的优秀干部和人才选拔至党中

央和各级党政部门，最大程度地汇聚起全党的才

华、才能和才干。总之，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干部

任命的公开性、公正性与人才选拔的公平性、科

学性，有利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

（四）将民主集中制作为保证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法宝

党在历史上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主要是从

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组织规律、组织制度、领

导制度等维度展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民主集中制的时代内涵，

将民主集中制拓展定位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创造

创新、组织凝聚和顽强斗争的重要法宝。[16](P58)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创造力的重要

法宝。民主集中制强调以发扬民主作为根本诉求

和工作方式，通过畅通党员发表民主意见的空间

和渠道，最大限度地激发全体党员参与党内事务

和决策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构筑起集思

广益、畅所欲言、平等协商的党内政治环境。

第二，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凝聚力的重

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善于运用民

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

国团结统一”。[17](P32)概言之，必须坚持和发展

民主集中制，才能团结、调动和汇集起社会方

方面面的资源和实力，最终凝聚起推动民族复

兴的强大正能量。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战斗力的重

要法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发扬斗争

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

志和力量，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

以预见的风险挑战”。[18](P69-70)这说明，要通过

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凝聚起全党、全国、全

社会持续战斗的磅礴伟力。总之，民主集中制

确保党和人民拥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

争意志、科学的斗争方法。

三、从方法论角度统筹了新时代
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战略部署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多措并举的

方法统筹和安排了打好新时代民主集中制建设

这场硬仗的战略部署：结合时代需要正确处理

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是基本前提；健全民主

集中制的具体制度是首要任务；完善民主集中

制的制度保障机制是根本保证；完备民主集中

制宣传教育和评估反馈体系是关键；充分发挥

民主集中制在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中的巨大优势

是核心诉求。

（一）结合时代需要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

的辩证关系

民主集中制是由民主和集中两部分 组 成

的不断发展的动态制度，我们要根 据时代 需

要、时代诉求、时代特征正确处理和科学把握

其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新时代党的建设

和发展仍然存在“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

够”[19](P352)的问题。由此，全党必须以整体化、

全面化、战略化、发展化的辩证思维和科学方

法着力加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

一方面，从发扬民主的角度讲，要从制度机制

建设和领导干部发挥带头作用相结合的方向

努力。通过制度设计、制度规范、制度要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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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障，把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贯彻执行民主集

中制原则作为各级领导班子的常规 工作内容

和政绩考核指标；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和

辐射作用，积极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照制度、

规范和规矩进行管理和服务，勇于同一切阻碍

党内民主的现象作斗争。另一方面，从正确集

中的角度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集

中统一领导效果显著，但个别地方党委和组织

仍存在贯彻中央决策敷衍、领导能力弱化、威

信和权威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尤

其是“一把手”要提升决策智慧、决断能力、决

判担当，把自身和领导班子的工作方式、工作

方法、工作态度约束在组织纪律要求的框架之

中，带头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念和规定思

考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关于通过会议

表决的组织决定，领导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积

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严格、严肃、认真地

带头贯彻执行；对于妄议中央、落实民主集中

制不力、打着“民主”旗号拉帮结派的领导干

部，要坚决予以问责、追究和处理。

（二）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

奋力构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系，

使其朝着具体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

制化的方向和路径迈进，是新时代民主集中制

建设的首要任务。主要来讲是三个方面。一是

要坚持、完善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请示报告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一制度对提高党的高

效领导能力和统筹兼顾能力、增强党的组织纪

律和有机联系、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管理

等方面意义重大。简言之，上级组织和领导干

部要严格把好请示报告关；下级组织和普通党

员要明白哪些事情可以自己拍板和定夺，哪些事

情必须主动请示、主动询问、主动报告。二是要

坚持、完善和健全集体领导制度。作为“贯彻民

主集中制的关键环节”，[20](P22)集体领导制度有

助于实现党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高效决策，

有助于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合理化、

规范化，有助于防止和杜绝集权专断、任人唯亲

等不良现象。三是要坚持、完善和健全党内民

主选举制度。要不断完善差额提名机制和差额

选举机制，使新时代党内民主选举制度更加公

平化、阳光化、透明化，从而把组织和人民最认

可、最支持、最信赖的干部和人才选拔、输送至

适合的部门和岗位。

（三）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保障

机制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完善、完整、完备

的制度保障体系和制度保障机制，民主集中制

就会陷入掣肘的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

产党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其目的即在

于从制度机制着手保障民主集中制的正常运行

和健康发展。例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具体规定并准确说明了在议事

表决、贯彻执行、请示汇报等细节中执行民主

集中制的原则、方式和方法，为全体党员尤其

是领导干部运用民主集中制作出了规范；[14](P30)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民主集中制在

党内监督过程中的运行和发展划出了具体要求

和工作重点。[14](P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上强调，要抓紧配套、改革和完备发

扬民主和实行集中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着

力发挥民主集中制对把握奋进方向、谋划发展

大局、制定战略策略、促进改革力度的优势和作

用。[21](P34)总之，必须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

配套制度保障机制，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提

供坚强支持、坚固支撑和坚定保证。

（四）不断完备民主集中制宣传教育和评估

反馈体系

搭建科学完整的民主集中制宣传教育和评

估反馈体系是新时代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关键一

招和重要环节。2013年10月印发的《关于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开好

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指出，全党要持续坚

持和推进民主集中制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机制，

持续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在实际运行和具

体执行中的分析考量机制和成效评估机制，持

续警示和警戒领导干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底

线”和“红线”。[22](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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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加强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内涵和实

践机制的宣传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当一

部分地方组织和部门在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

和落实了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改进和加强民主集

中制建设的战略举措。对这样的先锋榜样和典

型案例，要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和模范带头作

用。具体来讲：可以在全党范围内统一开展一次

以学习民主集中制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并

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先进榜样树立为主题活动

的重点学习对象；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相

结合的方式，常态化推送报道领导干部贯彻落

实民主集中制的先进事迹；开展民主集中制宣

讲和帮扶活动，确保全体党员将民主集中制入

脑入心入行。

其次，要使民主集中制评价反馈机制科学

化、普及化、深入化、常态化。要加速制定和颁

布民主集中制实施办法的专门意见和具体条

例，以党内法规文件的形式规定和规范民主集

中制的实施细节、运行流程和问责机制。这包

括：要明确民主集中制传统运行方式16字方针

中“个别酝酿”的范围和权限；要明晰请示报告

的具体要求和具体方式，以条例形式确认必须

请示报告的内容；要加强对个人分工在职能和

职权上的细化规定，防止其演化为独断专行；

要加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评判党员和领导干部

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客观标准和量化指标；

要抓紧颁布出台民主集中制的具体问责办法，

并以此作为准绳严肃处理阳奉阴违和消极怠政

的领导干部。

（五）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在治国理政中

的巨大优势

首先，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对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制度保障作用。全面从严治

党战略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严格严厉的管党治

党方式实现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的实施重点在于通过全覆盖、高标准、严要

求的理念和措施加强党的把持能力和把控能力，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坚定基石就在于全体党员

把党锻造为一个团结一致、充满活力、行动高效

的有机整体的决心和意志。这说明，民主集中制

的内在要求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旨归是一致

的，民主集中制能够通过其独特优势和管理效

能推动党的制度化、组织化、科学化发展，为实

现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支

援、纪律支撑和制度支持。总之，全党必须熟练

掌握民主集中制的运行规律、运行方式、运行方

法，为新发展阶段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向纵深发展

奠定坚定有力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

其次，要把民主集中制贯彻到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

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

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23](P54)这说明，

民主集中制作为将现代化治理体系转化为现代

化治理能力的中介机制，[24](P18)对推进党和国家

的制度体制改革具有正向激励作用。由此，必

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全环节、全阶

段中坚持和推进民主集中制，使其成为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助力燃料，使其成为升级党的

领导能力、领导方式、领导水平的推动引擎，使

其成为增强国家治理效能、决策效率、执行效

果的决胜武器。总之，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

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巨大优

势和显著作用。

综上所述，全党必须深刻学习、领悟和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集中制重要论述的精

髓要义及其原创性贡献，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新

时代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在新征程上赢得更

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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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Democratic Centralism

WANG Yizhe & SHAO Beixi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mphasized i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at democratic central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improving the Party’s system of self-reform norms.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democratic centralism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Above all, it further 
elevates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from a value-based perspective. First,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the greatest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cond,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d, it emphasizes that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a great strength 
of state governance practice, embodied and permeated by some of the significant strengths of the Chinese 
system. Furthermore, it clarifi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concentration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on this basis gives a new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to democratic 
centralism. First, the proposal of “two safeguards” is a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n a new era. 
Second, to make adherence to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e core of strengthening intra-party supervision. 
Third, to clarify that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serious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Fourth,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used as an important asset to ensure the party’s 
creativity, cohesion and combat power. Finally, 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focus on the objectives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adhere to systematic thinking to promote democratic 
centralism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diale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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