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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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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取得了重要成就。理论成果体现为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不仅赋予了

斗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还明确了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战略地

位，并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如何发扬斗争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实践成就主要体现为三

个方面。一是在自我革命领域发扬斗争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非凡成就：经过坚决斗争，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加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得到全面巩固；通过加强思想淬炼、

斗争实践历练和完善激励机制，领导干部的斗争精神得到强化。二是在伟大社会革命中发扬

斗争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意识形

态领域和生态文明领域的斗争取得了突出成就。三是在国防外交领域发扬斗争精神，我国国家

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国家利益得到坚决维护。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发扬

斗争精神必须发挥斗争主体的历史主动性，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坚

持斗争目的的正义性，合作、共赢、发展才是目的；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坚持斗争的方向性，坚持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科学指引；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坚持斗争的策略性，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和斗

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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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逐步形成和发展

的斗争精神，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取得了重

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理论成果体现为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论述对马

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从实践

上看，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取得了许多重要成

就，也积累了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丰富经验。

一、斗 争 精 神 的 时 代内涵 与
新时代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斗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

涵，还阐述了发扬斗争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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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的战略地位，并对新时代全体党员尤其

是党员干部如何发扬斗争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一）斗争精神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出，矛盾存在于

所有事物之中，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社会是

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毛泽

东曾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

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1](P524)中国共

产党人所讲的斗争，就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

和改造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对斗争的内涵，党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新时代党强调的斗

争已不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不

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斗争，而是有了更丰

富的内涵和更多的斗争形式。“斗争”的内涵不

仅包括阶级斗争和狭义的政治革命，也包括广

泛的社会革命以及自我革命。[2]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斗争精神以新的时代

内涵。他认为，斗争精神体现为“共产党人敢于

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3](P224)“无私

者无畏，无畏者才能担当、能斗争”。[4]对于党员

干部而言，新时代斗争精神体现为“革命加拼

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精神、敢闯敢干的勇气。[5]可见，新时代斗

争精神更强调积极的思维方式和积极的行动态

度。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并不意味着鼓励暴力、

冲突或敌对行为，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斗争观。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精神力

量。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斗争精神的再次重

申凸显了其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党

的十八大报告是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起草的，

在进行讨论时，习近平同志坚持一定要把“必

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

是“伟大斗争”的完整表述）写入报告。[6]党的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伟大斗争在“四个伟

大”中的战略定位。伟大斗争排在“四个伟大”

的第一位，它是统揽“四个伟大”的前提。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敢于斗争”作为党百

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还将“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作为“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

精神力量”。[7](P69)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党提出了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等“三个务必”的要

求，[8](P1)这就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治”的独特

密码。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

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党面

临的六个“独有难题”，其中就包括“如何始终

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这一独有难题体现

为，“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

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9](P353)

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不仅关

系到党能否长期执政，也关系到能否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总之，从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十条经验”到“三个务必”再到

“大党独有难题”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斗争精神提高到关

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

（二）新时代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为什么习近平

总书记要从战略高度重提革命年代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斗争精神？

从理论上来看，发扬斗争精神是践行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发挥历史主动的需要。马克思

主义强调的斗争是“在客观规律指导下人的能

动性的高度发挥”。[10]敢于斗争正是伟大的历史

主动精神的展现，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主观能

动性和创造性、掌握斗争与发展主动权的典型

体现。“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时期”。[11]2022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2]

从实践 上看，党 坚 持发 扬斗争精神是在

“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下应对国内外重大风险

与重大挑战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进

行伟大斗争是“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需要。[13](P15)

从国际层面来看，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抵御

国际环境中的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挑战的需

要。当今的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

中央”，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开始动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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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政客视中国为“美国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

手”，联合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一系列的遏制、围

堵和打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

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4](P17)

从国内来看，发扬斗争精神是解决社会革

命领域和党的自我革命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和

难题的需要。一方面，在社会革命领域，要解决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

战，就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

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要求我们进行伟大斗争，

保持斗争精神。[3](P22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

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

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

至惊涛骇浪”，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

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15]另一方面，

在党的自我革命领域，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将

长期存在，“四大危险”将长期存在。[8](P64)一些

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斗争意识弱化、斗争意志丧

失、斗争精神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党员干

部中存在的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

想行为，也需要通过发扬斗争精神来克服。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主要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斗

争精神取得的实践成就是全方位的，党的二十

大报告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我们主要聚焦党

的自我革命领域、伟大社会革命领域、国防外交

领域等三大领域取得的斗争成就。  

（一）在自我革命领域发扬斗争精神，全面

从严治党取得非凡成就

1. 经过坚决斗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得到

加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敢于斗争与自我革命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斗争是自我革命的实践形式，敢于善于斗争

方能彻底自我革命”。[16]换言之，没有斗争精神

就不可能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采取“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治党举

措，彰显了斗争手段的运用。[17]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非凡成就进行了全面总

结。我们重点讲其中三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机制不

断形成和发展，“两个维护”“两个确立”深入

人心。党中央通过一套党的自我革命的“组合

拳”，与党内存在的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

淡化以及“七个有之”等问题进行了坚决斗争，

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危害党的团结

统一的重大政治隐患。党中央为加强党的领导

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

其次，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

最大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

必然亡党亡国”。[18](P5)反腐败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关键任务，也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是一场

你死我活的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

坚持标本兼治，“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

全面巩固”。[8](P13-P14)

最后，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

题，与“四风”问题以及各种歪风邪气作坚决的

斗争，“狠刹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

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7](P30)狠刹权权交易、权

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正之风；狠刹任人唯亲

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

气焕然一新，“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

形成和发展”。[8](P14)

2. 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斗争实践的历练和完善

激励机制，党员领导干部历史主动精神和斗争精神

得到强化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已经成为全党共识，党

员领导干部的斗争精神得到显著增强。

首先，通过加强思想淬炼，用党的创新理

论夯实了斗争的思想根基。领导干部只有“学

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

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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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底气、才有力量”。[19]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

干部通过参加各级党校（或干部学院）学习培

训和各种集中性教育活动，其斗争精神和斗争

意识明显增强。

其次，领导干部的斗争意志、斗争精神在

政治历练和重大斗争中得到磨砺和提高。2019

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主动投

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

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

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

争”。[20](P227)这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斗争精神强弱

的重要标准。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也是领导

干部斗争精神的重要体现。

最 后，通 过 选 人机制和激 励机制的不断

完善，解决了领导干部发扬斗争精神的后顾之

忧。一是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风向标，将敢于

斗争、敢于担当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

标准。202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蔡奇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

出，要“注重选拔具有顽强斗争精神、过硬斗争

本领、经受重大斗争考验的干部，坚决不用在

斗争面前明哲保身、爱惜羽毛、左右摇摆、骑墙

观望的人”。[21]二是不断完善问责的容错纠错机

制，宽容领导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2018

年5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

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坚持

“三个区分开”，将激发党员干部主动性、积极

性、创造性作为问责的重要目标。

（二）在伟大社会革命中发扬斗争精神，推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关于伟大社会革命领域的斗争成就，我们

聚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领域的斗争成

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就、生态文明领域

的斗争成就。

1. 在经济领域发扬斗争精神，脱贫攻坚战取

得全面胜利，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

争，三大攻坚战之一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

面胜利。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人

类发展史就是与贫困不懈斗争的历史。中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贫困治理难度

超乎想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发

挥历史主动精神，将斗争精神融入反贫困的全

过程，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

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

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8](P7-P8)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也是领导干部发扬斗争精神的结果。党的

十八大以来，面对着国内外复杂的情况，中国共

产党人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充分发扬斗争精神，

在2021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实

力实现历史性跃升”。[8](P8)

2. 在生态文明领域发扬斗争精神，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

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

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

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

建设迈出重大步伐。[22]党中央开展了三大攻坚

战之一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多措并举，以最

坚定的立场同破坏生态的现象做斗争。一方面，

健全法治，向破坏环境问题的行为宣战。党中

央加速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法律法规的确立和执

行，将生态理念转化为法律制度，利用法律的约

束力对全社会群体进行管理，建立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制度，以严肃问责推动“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严格标准，加大同

破坏环境问题斗争的力度。我国通过了最严格

的污染防治标准，彻查、封停了一大批污染严重

的企业，帮助一部分企业完成了产业升级。

3.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

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党对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弘扬主旋律和舆论斗争

结合起来，敢于亮剑，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

了突出成就。由于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意识形态

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8]( P10)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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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从政府、高校、各类企业乃至基层社区，马克

思主义引领意识形态建设的氛围蔚然成风。[23]

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发扬斗争精神，网络生态

持续向好。“互联网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

地、主战场、最前沿，绝不能让互联网成为传

播有害信息、造谣生事的平台”。[24](P55-P58)在党

管新媒体阵地和人员的体制下，所有从事新闻

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社会动员功能的各

类网络平台均被纳入许可管理范畴，依法管网

治网，网络环境更加晴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

治安全”。[25](P176)党中央审时度势，敢于主动出

击，坚持不懈地同国际敌对势力进行舆论斗争，

中国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

（三）在国防外交领域发扬斗争精神，国家

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申了斗争精神在

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外交领域的斗争中取得了

显著成就。

1. 通过坚决斗争，坚定捍卫了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主权问题，坚持从中华民

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围绕涉台、涉港、涉疆等具

体事务与境外分裂势力展开外交斗争，取得了

丰硕的战绩。第一，旗帜鲜明地与分裂行径做

斗争。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大旗，坚持中国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形成的

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

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与分裂行径做斗

争。第二，上下齐心，开展反渗透斗争。长期以

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我国边疆地区的反渗

透工作，并展开了长久的斗争。我国颁布并实施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为反对境外

渗透势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南。2019年，

香港遭遇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千钧一发

之时，党中央审时度势、决策果断，依照宪法和

国家安全法的原则制定实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同境外分裂势力展开坚决斗

争，促使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从治到兴的重大

转变。此外，还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开展坚

决斗争，进一步掌握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

略主动。[8](P12)

2. 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做坚决斗争，维护

了世界和平稳定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

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坚持以和平、发展、公正、

合理为核心原则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决

与一切形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做斗争，为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外交领域，

中国式现代化用和平发展的正道替代西方“殖

民掠夺”的老路和“国强必霸”的邪路。中国倡

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

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

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新时代复杂交织的安全挑

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26]在

经济领域，中国坚决与排挤发展中国家的发达

国家利益集团做斗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

利益。面对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

反全球化、单边主义呼声高涨的世界经济形势，

中国积极开展南南合作，提出并推动了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和“一带一路”的落实，

旨在加强中亚、欧亚、非洲等地区的经济合作，

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激发世界经济的活力。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
斗争精神的基本经验

（一）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发挥斗争主体的历

史主动性，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    

敢于斗争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题中应有之

义”。[27]2022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领

导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4]同年3月，他再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机遇面前

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前迎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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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

缩、不躲闪。[12]这些不仅是领导干部发扬历史主

动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判断其是否敢于斗争

的重要标准。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鲜明

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的中国共产党，是发扬斗

争精神的主体。这一主体主要包括党中央和各

级党员干部。

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发扬斗争精神的

根本保证。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央

政治局成员在发扬斗争精神方面做全党表率，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

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28](P190)党的十八大以

来，正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

的责任担当”，才“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7](P27)

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斗争主体中的“关键

主体”，提高其主动斗争的意识，增强其斗争

精神。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

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20](P228)

他不仅对各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提出

了发扬斗争精神的要求，还对全体党员提出了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要求。2021年1

月，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衡量党员干部有没

有斗争精神、是不是敢于担当的标准，那就是

“要看面对 大是大非敢不敢亮剑、面对矛盾

敢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

面对失误敢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不

敢坚决斗争”。[20](P542)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

成”。[8](P66-P67)这为我们培养一支敢于斗争的干

部队伍确立了正确方向和评价标准。

（二）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坚持斗争目的的

正义性，合作、共赢、发展才是目的

新时代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为了实现正义

目的而斗争。斗争本身不是目的，斗争只是实现

目的的手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讲

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

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

干、攻坚克难”。[20](P542)新时代坚持发扬斗争精

神的目的就是要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全

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这

才是正义的斗争。

从党的百年奋斗史可以看出，尽管各个历史

阶段的国情不同、斗争形式不同，但是斗争的根

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发

扬斗争精神，就是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重大挑

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做斗争，最

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崇高历史使命。

斗争本身不是目的，合作、共赢、发展才是

目的。毛泽东曾警告全党，“以斗争求团结则团

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29](P745)在斗争

过程中，我们既摒弃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的错误斗争形式，也坚决反对无原则、无底线、

不担当的“好人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开展的各种斗争之所以井然有序并取得一系列

重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在斗争中争取团

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一

方面，由于加强了与弱化、虚化党的领导的行为

的斗争，加强了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党在组

织上、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另一方面，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共产

党摒弃了西方的零和思维，坚持用有理有利有

节的斗争，谋求合作、争取共赢。这说明中国共

产党在斗争和合作的关系上能够把握分寸、审

时度势，顺应时代大潮和现实情况，能充分发扬

斗争精神的作用。

（三）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坚持斗争的方向性，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科学指引

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斗争方向。中国共产党

人坚持斗争的“大方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20](P226)正确的政

治方向主要包括党的政治纲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党的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等。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对“五个凡是”“进行坚决

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20](P226)总之，

无论是针对与危害国家安全方面的“五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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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五大领域的斗

争（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是党的自

我革命，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和斗争精神，取得了

历史性重大成就。党之所以能不断创造新的辉

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

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

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28](P67)

（四）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坚持斗争的策略性，

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和艺术

发扬斗争精神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

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关系。

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的过程就是解决矛盾

的过程。在当前，要重点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在伟大斗争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全面从严治党也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既要善于十个指头“弹

钢琴”—— 健全全面从严体系，又要“牵牛鼻

子”——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尤其是加

强对一把手这一“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

的权力制约与监督，进而带动整个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更好运转。

发扬斗争精神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

关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这一马克思

主义策略原理的根本法则。“在原则问题上寸

土不让，在策略上灵活机动”。[20](P227)所谓原则

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以及坚决维护国

家的核心利益、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根本

利益。所谓灵活性，就是要审时度势，把握时、

度、效果。

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处理好敢于斗争和善于

斗争的关系。敢于斗争体现为一种精神，善于斗

争体现为一种策略和艺术。仅仅敢于斗争是不

够的，还必须善于斗争。斗争是一门艺术，在千

变万化的斗争实践中，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机动灵活地解决不同领域的斗争问题。针对不

同的斗争对象选择不同的斗争方式、采取不同

的斗争方法。对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

就要采用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于西方敌对势力

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的斗争也是

不可调和的；对于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斗争要根

据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特点，不能陷入“争勇斗

狠”的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而是要做到“有理

有节”地开展斗争。

发扬斗争精神必须把握好斗争和团结的关

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关系，调到一切积

极因素，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

赢”。[20](P227)以国家交往为例，我们主张以团结

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新时代复杂交织的安全挑

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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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and Key Experien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Fighting Spiri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ANG Chunxi & ZHANG Xinyu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the CPC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fighting spirit. Such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re shown 
i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carrying forward our fighting spirit, which has 
made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It not only imbues of the fighting 
spirit with new connotations for the current era, but also elucidate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fighting 
spirit in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Furthermore, it presents clear 
requirements of all Party members, especially Party cadres, on how to promote the fighting spirit.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primarily manifest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we have carried forward the fighting spirit 
in the field of self-revolution and achieved extraordinary accomplishments in the full and rigorous Party self-
governance: through resolute struggle,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we have achieved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and fully consolidated the gains in 
our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by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temper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struggl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the fighting spirit of leading cadres has been reinforced. Secondly, the 
promotion of fighting spiri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has facilitated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in advanc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well 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is is especially evident in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arears of economic struggle, ideological struggl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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