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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党政

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学说的一大创新，是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规

律提出的崭新论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160多年

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各国无

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关键所在。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的缔造者，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权，在继承马

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领导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

阐释了党的全面领导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全面领导

的内涵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路径。由于历史

和时代的局限，列宁虽然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思

想未能全面系统地阐释，但其关于党的全面领导思

想对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仍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列宁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性的认知

(一)党的全面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实现的

前提条件

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专政的历史使命必须依靠

一个代表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

同时这个政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要牢牢掌握领导

权。对于19世纪末的俄国革命来说，更是如此。当

时，欧美各国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反抗帝国主义统

治的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

断资本主义阶段，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反对资产阶

级剥削的革命浪潮。与此相对，俄国仍处于沙皇统

治时代，国内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推翻沙

皇的专制统治，寻找国家的出路，俄国工人和农民

发动了“二月革命”。但是，在革命过程中，社会民

主党内部围绕革命领导权问题出现了不同的主张，

其中孟什维克一派主张推行改良主义，无视无产阶

级革命暴风雨将要到来的事实，提出要将革命的领

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

赞同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思想，列宁强调无产阶级

必须要掌握革命领导权，最终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

政，他于《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

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

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

级，……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

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①为了使无产阶级政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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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领导者，列宁从两方面给出意见，一要使无产

阶级拥有战胜沙皇统治的组织体系和可以领导的

同盟者，工人阶级要领导同盟者，实现领导者的价

值；二要将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其他阶级力量

从根本上彻底逐出历史舞台，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

的稳定。

在革命过程中，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

领导权，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列宁在《共

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专政是由

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

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②无产阶级作为肩负

着推翻一切反动统治任务的革命力量，这股革命力

量并不能自发的汇聚和采取行动，所以无产阶级如

要实现革命目的，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这

个领导者的角色应由布尔什维克党来承担。19世

纪末，俄国工人阶级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抗争

意识的工人，他们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待

遇反抗工厂主，但这种反抗呈现出无组织的状态，

仅仅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他们当中极

少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压

迫无产阶级的反动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所有

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工人群体中具有革命意识

的这些少数人，在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理论后成长为领导者，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实现

历史使命的重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政党负责

动员工农、组织工农，积极采取措施扩大革命力

量，制定革命纲领，帮助工农群体成长为有组织、有

纪律的革命力量。

革命胜利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依然需要坚强

的政党，更需要强有力的党中央的全面领导。革命

时期，由于形势所迫，列宁十分重视党内民主集中制

的贯彻实行，当时俄国共产党各个小组相互之间均

处于分离状态，党的组织制度不严密，同时鉴于沙皇

的严密控制，各级党组织又必须保持隐秘状态，这就

需要俄国共产党执行严格的纪律。因此，布尔什维

克党一直实行铁的纪律和极端统一的领导。对此，

在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列宁曾做出说明：“否

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

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③战争结束后，国内

形势转好，布尔什维克政党开始重视党内民主的

建设，提出党的决议须经过党员充分讨论，各项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须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但列宁所主张的民主与集中并不是对立的，二者

互为补充、联系密切，共同构成俄共(布)的组织制

度和政治制度。“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

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

主集中制。”④

(二)党的全面领导是在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

主义的重要保证

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

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当时的俄国对此一直存在

较大的争议和质疑。面对这些争议和质疑，列宁结

合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

恩格斯提出的“多国胜利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著

名的“一国胜利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了社会

主义可以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但是在实现和建设

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马恩

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而

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与其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程度密切

相关，因此提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

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

命”。⑤而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各个国

家政治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无法实现马恩关于

社会主义在数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设想。因此，

列宁结合当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的规律及资

本主义国家转入帝国主义国家阶段的特征，提出了

著名的“一国胜利论”。在此理论基础上，二月革命

成功后，列宁指出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俄国

国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接下来应该进

入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完成将政权转移到工农阶级

手中的任务，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在革命不能就

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

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

迈进，走向社会主义”。⑥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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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和加强布尔什维克党

的领导。

首先，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

量。列宁指出共产党才是“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

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⑦这个先锋队既没有

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又能抵制工农群体

可能会出现的狭隘行为，因其先进性在一切阶级中

自然居于领导地位。列宁还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是

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组织，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教育，

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是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具有丰

富的经验和钢铁的意志，虽然当前党员的数量远远

少于群众，但是这部分共产主义者在实现社会主义

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这个先锋队的力量

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⑧无产阶级

先锋队的性质和优势决定了共产党要担负起带领一

切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

其次，无产阶级政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力

量。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的任务由领导革命转

为领导经济建设，以尽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在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

的基本任务》中指出：“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

三个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

理”，列宁把党能否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放到执政的最

重要地位，认为这是“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

难”，列宁强调解决了这一任务，才可以说“俄国不仅

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⑨

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社会形态需要先进的领导力

量，但是农民占据了俄国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针

对上述情况，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当前任务是要把所有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为完成

这个任务，“我们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社会

教育、实际训练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

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⑩社会生产中单个生产者

是没有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通过组织，产生统

一意志，然后通过政党的领导上升为整个阶级的意

志，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快社会

主义建设。

(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党领导国家的根

本原则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

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国家政

权，通过掌握国家政权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

诉求。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

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的领

导。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取得社

会主义胜利的保证，这是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

深刻教训。列宁在主持中央工作时多次强调要坚持

苏共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党要力争在当前的国家

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全部统

治，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指

出：“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

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

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

之辈。”可以说，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

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统治阶级”的保证。

为此，列宁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

实现领导国家的根本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维系国家政权稳定

的根本保证。十月革命前期，列宁曾设想过多党联

合执政的形式，但是随着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苏维埃

政权，组织反革命叛乱冲击布尔什维克政党，列宁改

变了最初的设想。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问

题，列宁与孟什维克辩论时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俄共(布)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是建设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

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地位

的党”。列宁还强调，放弃无产阶级先锋队对社会

主义建设的领导权就会犯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在这

里，列宁定义的党的“全面领导”是指为了取得社会

主义的胜利，俄共(布)要坚持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工

作的领导，而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政权。

第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的重要保障。列宁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

政权以保证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他提出俄共(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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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通过创造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条件吸引和组织

人民群众参与到苏维埃政权中，共产党员要干起

“自己真正的事业——教育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

他们在没有官吏、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本家的情

况下参加国家管理和生产管理”。为此，俄共(布)
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宪法确保群众的政治

权利，制定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制度，鼓励非党群众

进入苏维埃政权机关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可见，对

列宁来说，党对国家的管理只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的一种手段。

二、关于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的阐释

(一)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的实质

列宁党的“全面领导”实质是指党的“总的领

导”，而不是“绝对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应

对国际国内恶化的政治局势，俄共(布)决定实行战时

共产主义政策，由各级党组织直接管辖全国的军事、

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工作。这种事无巨细的直接

管辖带来了一些问题，列宁特别指出直接管辖的问

题所在：“甚至最琐碎、最枯燥、一连讨论几个小时简

直叫人想去跳水自杀的这么一些问题都经常提交中

央的绝对领导。”这对战时政治动员、打退国内外反

动势力进攻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党的绝对领导也

成为后来导致国内出现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列宁逐渐意识到

党的绝对领导的危害性，在他的建议下，俄共(布)八
大通过的决议中提出：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

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

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1921年起，苏

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极端的民主集中制和党政

一体化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22
年，列宁在给莫洛托夫转交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中

明确提出党的“总的领导”的思想，即“党的任务则

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坚持

党对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政权机关实行总的领导，

将党和政权机关的日常工作区别开来，这样有利

于党集中精力开展自己的工作，提高党的领导能

力和工作效率。

列宁一方面坚持党在全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

位，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党同全部国家生活的关系。

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实际上是为了顺应当时苏

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同时为了克服党的绝对领导

的弊端，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和大方向上领导国

家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即俄共(布)要通过制定

总的方针路线指导苏维埃政权机关开展工作。

(二)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的主要内容

革命过程中，列宁一直强调党的领导的核心问

题是党的领导权问题，即无产阶级要拥有对革命的

领导权，然后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革命胜利后，列宁

进一步提出，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

共产党领导的。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包括对经济

工作、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工

会和共青团等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

1.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苏维埃政权是在俄国经济极其困难，生产力水

平低下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在先天条件不足的情

况下实现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

民的物质生活需求成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1917年
至 1924年间，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共(布)围绕经济建

设这个首要任务先后采取了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

人监督和“赤卫队进攻”、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

政策等一系列措施。然而党内极“左”势力对党集中

力量搞经济工作的做法存在很大意见，对此，列宁坚

持集中力量开展经济建设的主张，1917年人民委员

会颁布法令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委员会制

定管理国家经济生活的总的原则和计划，委员会负

责协调中央与地方机关的联合行动，拥有对各工商

业部门的没收、征用、强制合并等各项权力。1918年
俄国通过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宣布大企业和私人

铁路需无偿地交给国家，同时将国家的经济流通置

于苏维埃政权的监管之下，以有计划的交换和分配

取代市场经济。同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

预下，俄国的资产阶级工厂主、地主和富农等趁机勾

结帝国主义势力发动叛乱，为了应对战争给经济建

设带来的破坏，苏维埃政权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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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从应对战争的意义出发，“战时共产主义政

策”对于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击退西方国家联合

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从

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项政策对俄国国内的经济发

展带来较大的损害。喀琅施塔水兵叛乱事件后，列

宁认为有必要改进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形式，提出以

“新经济政策”取代余粮收集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

策”。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对共产党员在管理经

济方面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列宁要求党员和政府机

关的公务人员要做到“一面指导工作，一面向那些有

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
习”。为了完成党更好的领导经济工作的任务，列

宁提出了多项新的经济举措，包括：由粮食税制代替

余粮收集制，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得以改善；发

展商业和自由贸易，以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的需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在经济建设方面

所经历的这几个阶段体现了列宁关于党领导经济建

设的策略思想：依据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改进党

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方式，确定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新

形式、新措施。

2.坚持党对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政治领导一直在党的各项领导中居于重要

地位。列宁十分强调布尔什维克政党政治领导的重

要性，他认为正确的政治领导是一个革命政党成长

为先进政党的条件之一，可以促使政党领导无产阶

级推翻资产阶级并完成社会改造，“靠这个先锋队所

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

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在

社会生活中，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本党的政治纲

领，要随时根据本国的国情调整策略制定正确的政

治路线，以确保党的政治领导的正确性，“一个阶级

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

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首先，列宁

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保证党的政治领

导正确，政治建设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

考虑到社会的主要矛盾；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设立

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党的内部监督；从严治党，坚

决杜绝党内腐败，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其次，为了加

强党的政治领导，列宁还特别强调党的组织问题，

“政治由一些人来主管，而文件如果由另一些人来

写，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列宁看来，政治问

题和组织问题密切相关。组织工作的关键“在于挑

选人才”，因此，列宁特别看重政权机关中干部的选

拔和任用问题，他指出苏维埃机关部门的相关负责

人必须要挑选忠诚可靠的共产党员。最后，为更好

实现党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列宁强调在党内要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党在政

治行动方面的一致。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反驳

了其他人关于自下而上建党的主张，阐述了自上而

下建党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党的代表大会以及代表

大会任命的中央机关是党的领导机关，各级党组织

都应服从代表大会和中央机关，“拒绝服从中央机关

的领导，就 等 于 拒 绝 留 在 党 内 ，就 等 于 破 坏

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十月

革命后，列宁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后，进一步

对全党提出了要更加团结，更守纪律的要求，“这

种危险性无疑要求我们更加团结，更守纪律，更能和

衷共济地工作”。

3.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的全

面领导

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工作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执政党政权的维系和国家

的稳定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列宁一直高度重视意识

形态和思想文化工作，而且特别强调坚持党对意识

形态和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

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列宁高度重视在全社

会范围内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始终强调在共产主义

教育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1920年，人民委员

会通过《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决定

设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指出总委员会在行政上和

组织上归属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实际上是党的辅

助机构，俄共(布)直接领导相关业务，“在这个机构的

工作中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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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作为负责政治教育的工作部门，它的职责是领

导群众性的成人共产主义教育。具体工作包括：普

及党的教育，创办共产主义大学和党校，同时承担部

分社会教育的功能，如扫盲、建立学校、创办农村阅

览室。共产主义教育是一项艰巨的长期工作，让教

育和政治保持密切联系是共产主义教育向纵深发展

的目的，“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都

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列宁指出教育工作者和

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和教育劳动群众，党和党员

同志要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为社会主

义事业训练群众。

列宁非常重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并强调党要

牢牢掌握文化工作的领导权。他认为，在一个文化

落后的国家向国民灌输社会主义是十分艰难的事

情，为了在全社会培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俄共(布)
必须主动开展文化工作。十月革命前，为了使文化

工作服务于革命活动的需要，列宁提出：“出版社和

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

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此外，

为了扩大无产阶级文化战线，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

党利用出版物、电影和广播等多种形式在农村和工

厂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革命胜利后，列宁继续

发展布尔什维克政党在革命时期坚持领导文化建设

的优良传统，出版了大量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

的著作及他本人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同

时为了配合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俄共(布)对文化领域

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剔除其中反动和不利于

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加强对私营出版社的领导，还

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对上映的电影进行登记和审

查。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经典的反映和歌颂社会

主义事业的电影、美术和音乐作品，苏联的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4.坚持党对工会和共青团的全面领导

工会和共青团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是无产阶级政党联系和团结广大工人阶级和青年的

坚强助手。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证明，工会和共青

团的活动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党对工会和

共青团的统一领导。

列宁一直高度重视党对工会和共青团的领导。

十月革命前，为了更好地帮助工人阶级抗争专制政

府，列宁一直坚持党领导工会的方针，“国际工人运

动和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从这样的

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等)刚一创立，就必

须争取使每一个这样的机构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支

柱”。十月革命后，列宁更加重视工会的作用，他明

确地提出：“由于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的革命，由于

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工会的整个

活动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工会成了新社会的主要建

设者，因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只能是千百万群众。”列

宁认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工会应担负起提

高广大工人群众觉悟和素质的重任。工会作为共

产主义的学校，负责组织工人进行经济建设，对工

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连接执政党与工人群众之

间的纽带。因此，党必须对工会实行统一领导，“工

会不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组织上孤立的力量，而

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

之一来完成这些任务”。列宁还特别强调，党确保

对工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工会组织中的

党员来实现的，工会组织中的党员肩负着重要的责

任和任务。

青年作为社会生活中最生机勃勃的一个群体，

是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在文明

国家里，没有一个政党会不了解尽可能广泛地和尽

可能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和工会的巨大益处，

任何一个政党都力求在这些团体中扩大自己的影

响”。革命时期，列宁多次提出要建立专门的青年

小组，在革命队伍中引入年轻血液，壮大革命队伍，

“在各地建立新的、年轻的、朝气蓬勃的、生龙活虎的

战斗组织”。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

式成立，实现了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带领青年一

起战斗的设想。共青团成立后，整个团组织统一接

受党的领导，在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与党的利益、

目标保持一致。其中，共青团员总是站在斗争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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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战争时期，团员们在前线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白匪的武装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团员们组成

突击队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共青团作为党的后备

军，负责向党输送优秀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使党组织

得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三、列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机制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全面

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提出：“每

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

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

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里马恩提出了无产阶级

首先夺取政权，然后通过自己的阶级统治来消灭

阶级和阶级统治，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十

月革命后，列宁在继承马恩关于无产阶级历史思

想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一思想，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的任务解决后，党要领导人民创造高于资本主

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党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

家作主，这一切都要求党要坚持和加强对苏维埃政

权的全面领导。

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党领

导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原则。列宁关于俄共(布)坚持

领导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阐述主要集中在 1919年至

1921年期间，列宁明确提出：“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

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

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列宁主张从政治

上和组织上确立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政治

上，苏维埃政权机关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

“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

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列

宁并不是主张将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党组织合二为

一，苏维埃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发挥专门的管

理作用，俄共(布)只需要确保对苏维埃政权实现政治

上的领导。组织上，列宁关于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

的全面领导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他指

出“党不进行强制”，但是党可以通过人事任免，树立

党员模范和奖惩党员实现对政权机关的监督。按照

俄共(布)八大的决议，俄共(布)要“把自己最坚定忠实

的党员提拔到所有苏维埃工作的岗位上来，通过这

些工作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

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所采取的

具体措施有：一是党的领袖出任苏维埃的最高职务；

二是党选派忠诚可靠的党员到苏维埃任职；三是中

央监察委员会对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监察，确保党

的路线在政权机关中得到实施。

(二)坚持和加强党团(组)建设，将各组织纳入党

的全面领导之下

党团(组)建设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

要抓手和关键所在。列宁就是通过在政权机关和非

党组织中建立党组(团)来牢牢掌握党的领导权实现

党的全面领导的。一是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中设立党

团。在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前，列宁就曾主张过社会

民主党应积极参与非党的工人苏维埃，并且在这些

苏维埃中建成强有力的党组，以便扩大党的影响

力。当时俄共(布)只是革命党，建立党组主要是为了

扩大党的组织和影响。革命胜利后，为了实现党对

国家和苏维埃机关的全面领导，列宁进一步强调在

苏维埃机关中建立党团，通过党团实现党对国家政

权机关的监督功能。根据列宁的建议，1919年，俄共

(布)八大做出决定：在所有苏维埃组织中，必须建立

严格服从党的纪律的党团，在该苏维埃组织中工作

的全体俄共党员都应该参加这种党团。二是高度重

视基层党组织建设。革命时期，列宁及其领导的布

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党组织在工会等各基层中的建

设，不断增强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力。布尔什维克成

为执政党后，进一步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保证

党的领导权落到实处的关键环节。列宁在俄共(布)
八大上提出要在一切党外组织中设立党团，这里的

一切组织包括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会、公社等，他

还特别提出要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20年，

列宁在《共产国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中进

一步对非党组织做了补充，提到要在一切组织、协

会、团体(政治的、工会的、军事的、合作社的、教育

的、体育的等)中，无一例外都要成立党的小组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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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最后，列宁还特别强调要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

织，以保证军队能够彻底地接受共产主义，服从党的

领导。列宁主张在政权机关和非党组织中设立党组

织，一切是从政党自身建设出发，为了教育自己和教

育群众，真正实现党的全面领导。

(三)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探寻实现党的全

面领导的不竭动力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目的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

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没有人民群众支持和

参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

话。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深刻意识

到，建设社会主义仅仅依靠共产党是不现实的，“只

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

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列宁认为相对于广大人民

群众，共产党员只是“沧海一粟”，因此党员不仅要密

切联系群众，还要善于发动群众。首先，党要密切联

系群众。列宁指出：“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

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

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因此，在

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时，为了确保和实现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在了解群众需求的基础上，党要启发、教

育、培训广大群众，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国家管理

中，可以说共产党只有善于用非党员的双手来建设

共产主义，才能算充分理解了何为“领导”。其次，党

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列宁认为：“只有我

们使那些过去被地主资本家禁止参加国家管理的人

们认识到我们在号召他们同我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

共和国的稳固基础，我们的事业才能成为真正不可

战胜的事业。”列宁还强调，要尽可能吸收人民群

众进入国家机关。根据列宁的指示，1920年最高

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中，工人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最后，为了广泛

发动群众，列宁提出各级党员要牢牢树立人民群众

是历史主体的信念，要在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要积极树立党员的正面形象。同时党员要深入基

层，多从事生产工作，而不是“仅仅从事行政管理方

面的工作”。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无产阶级政

党长期执政的基石，更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的不竭动力。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

者，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他始终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无产阶

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真正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保证，在这个基础上，列宁

不断探索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路径。但遗憾的是，

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于 1924年 1月便与世长辞了，

他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许多实践还处于探

索之中，有的思想还没有来得及阐释。但列宁关于

党的全面领导思想是对俄共(布)领导俄国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坚

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期中

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和实践价值。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首先，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党是领导一切的”的这个崭新的重大命题，这关

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两

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与否，关系到全国广大人民的

利益和福祉，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要论断，不断推动党的全面

领导走向深入。其次，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时，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指引原则，必

须始终坚持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的政治统领原

则，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法治建设

原则，必须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力量

保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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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enin’s Thought on Overall Leadership

Zhang Zhen

Abstract：Lenin’s theory of proletarian par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y and one of
the main theoretical sourc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enin was not
only the founder of the world’s first socialist country but also the leader of the ruling party of the first socialist country. In
his works, many important expositions have been made about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which, in particular, have sys⁃
tematically expounded his thought on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Leadership ideology includes several as⁃
pects such as the cognition of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position and importan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and the practice path of 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To carry out an intensive
study of the Leninist theory of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uphold and strengthen its overal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Lenin;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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