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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历程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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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学习的历史，党的建设历程就是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呈现出诸多鲜明特点，主要是

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学习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学习一切

有益的东西; 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要做到有的放矢; 学习的路径并非一条，而是多种多样; 学习的

形式不拘一格，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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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党的十七届

四中全会在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

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的同时，为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党的建设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与提

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一理论命题的

时间不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实践历

程是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的。从一定意义上

说，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

创造性学习的历史，党的建设历程就是马克思主

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历程。考察党成立以来马克

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历史，总结其基本特点

和历史经验并从中吸取有益借鉴，有助于我们提

高新形势下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进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自觉性。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学习型政党建设

早在 1920 年，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就通过各

种形式，组织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

并列为党的领导工作的重要方面。之后，党通过

党团组织生活、出版刊物、创建出版社、创办学校

等形式，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与宣传以

及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研究。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党创办各种刊物，组织各

种学习会、研究会，创办党校、团校、干校、工人运

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各类学校，开设专题

课程，帮助党员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

基本知识，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使党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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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党的纲领教育，进而

推动大革命的发展。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的过

程中，面对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把党建

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问题，积极探索党的建设

规律，坚持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用无产阶级思想

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员; 提出了“教育党员使党

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P92
思

想，揭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内生活的主要任务

及其规律，指出了党的建设的方向; 强调“没有调

查，没有发言权”、树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

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

解中国情况”，［1］P109 － 116
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群众

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的基本思想。在极端艰苦的

环境中，党重视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开展

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党内会议、创办

刊物、开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等，组织党员干部进行

学习讨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斗争

水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在实现政治路线

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统

一战线的思想和策略的宣传和教育，并从哲学高

度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

抗日战争做了必要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而

成为全国性、群众性大党的重要时期，也是在中国

共产党学习型政党建设史上写下华彩篇章的重要

时期。党在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艰苦的

持久抗战中，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当

前形势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适应形势变化及

时调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并加强对党员干

部的教育。在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

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P658 － 659
的

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并向全党发出“来一个全党

的学习竞赛”［3］P533
的号召。随后，开展了全党的学

习运动。毛泽东将党的学习运动 称 为“无 期 大

学”，明确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大

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4］P185。党中

央加强了对学习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学习组织、
学习制度，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并开办了大

批学校，使之成为推进干部教育和学习、培养优秀

人才的重要渠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先垂范，

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学习活动的开展。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

的学习》的报告，明确提出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

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

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5］P802，从而将全党

的学习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结合起来。在这场学

习运动中，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卓有

成效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 创造了整风运动这一党内教育方式，

在全党进行了普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

全面整顿了党的学风、作风和文风，极大地提高了

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 1945 年党的七

大上，马 克 思 主 义 与 中 国 实 际 相 统 一 的 理 论 成

果———毛泽东思想被写进党章，全党实现了在新

的基础上的空前团结。
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党在两个中国之命运

的决战中，高度重视党内、军队内部和革命队伍的

学习教育，先后进行的各类主题教育有: 抗战胜利

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教育，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政策教育，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

运动，新式整军运动中的阶级教育，解放全中国的

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党的政策和策略教育，

组织纪律教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等。为迎

接中国革命胜利和建设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党还

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业务能力及拒腐防变方

面的教育，号召全党要善于学习，掌握建设本领，

以便建设一个新世界。党还通过大量举办训练班

和干部学校等形式，培养迎接新中国诞生所亟需

的领导干部。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开展的以学习马

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心的学习教育活动，掌握了团

结全党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环节，成为民主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

变化，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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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党的历史任务由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夺取

政权、建立新中国，转变为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在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各

项社会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下大力

气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主要是学习马列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方针政

策、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等，进行党的优良传

统作风和反腐倡廉教育，并对全体党员普遍进行

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党还在全国范围

内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党校到地方党校的干部教育

培训网，成立了有系统、有计划地专门从事马恩列

斯著作编译的机构即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

建立起一个由报刊网、通讯社网和人民广播电台

网构成的学习宣传网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提出实现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任

务，努力探寻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

方针，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

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

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

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6］P41
他认

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强大了，也还要向人家学

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在遭受“大跃进”运动等重

大挫折和国民经济严重困难面前，党加强了调查

研究工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向实际学习、
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加强党员干部马克思主

义思想理论教育，加强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的学习

教育。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

工作都出现了全局性的错误，包括学习宣传教育

在内的党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留下了惨痛的教

训。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学习活动仍在开展，尤

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始终没有

中断，但这种学习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文化大

革命”色彩。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学习型政党

建设，既取得了许多成绩，也有不少失误，积累了

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必须深刻记取的教训。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

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

伟大转折。在此前后，邓小平提出要善于学习、掌
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

作。全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

个凡是”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

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

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多次号召全党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求全党在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

重新学习。在这一时期，全党认真学习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

思想。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党中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

水平，同时也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

方面的经验，并组织党员干部走出国门，开阔眼

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党通过加强制

度建设，逐步建立起干部学习考核制度，形成稳定

的学习制度体系和促进全党持续学习的长效机

制，使干部教育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化、正规化、制

度化，使学习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党员干部提高政

治、业务水平的有效举措、有力途径。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

时期，邓小平在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明

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P3
的科

学命题，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党的历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词，成为凝聚各族人民进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全

面整党中进行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使被“文化

大革命”搞乱了的党内思想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对

于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起了重要

作用。这一时期，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任务提到战略高度，强调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在

精神文明建设中身体力行。邓小平还向广大新老

干部提出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以加

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强调

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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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主义”，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

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P291 － 292

这一时期，党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基本路线教育，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斗争; 大力加强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工作，使所有在

编的工作人员都分批分期接受轮训，干部的学习

培训走向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干部教育培训

的内容由以往的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

针政策为主，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

政策和科学文化知识、业务知识为内容的综合培

训。党在全国形成了由干部教育主管机构、各级党

校、各类干部院校和行政学院构成的、更为完整的

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这使我国干部队伍的思想理

论水平、文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借鉴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

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

建设的实际，按照邓小平关于聚精会神抓党建的

要求，对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

包括建立健全省部级在职领导干部学习制度，组

织各级干部深入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

通过岗位培训、知识更新补缺培训和大、中专学历

教育等方式，大力开展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和业务技能培训。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党的建

设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

要努力学习，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努力学习。
“最根本的是要学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同时要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

知识和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学习现代科

学技术的基本知识，还要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

史，特别是近代史和现代史。”［8］P146
在中央的推动

下，一个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热潮在全国兴起，同时还开展了学习党章的

活动。党的十五大后，全党全国掀起学习和研究

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中央制定了《1996 年—
2000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重点对进一步深

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

部署。中央连续举办了两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

委员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研讨班，党的

领导人带头学习。县以上各级党委采取党校培

训、党委中心组学习、讲师团辅导、理论研讨班以

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有效形式开展学习。有关方

面还举办了不同层次、多种专题的邓小平理论研

讨会。
党在这一时期，围绕着党的历史任务，不断探

索和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党、怎样建设党、把一个什么样的党带进 2l 世纪等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

措，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强调弘扬

马克思主义学风; 编辑出版党的领导人著作，为党

的思想理论建设提供基本教材; 以举办纪念活动、
座谈会、研讨会，发行音像制品等形式，推进党的

思想理论建设; 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活动; 在

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中

央领导集体坚持集体学习，连续开办法制讲座，带

头学法，树立法治理念，推进依法治国，为全党作

出了表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党学习活动，

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全党全国顺利实现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保证了党所领导的社

会主义中国昂首跨入 21 世纪。

四、新世纪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

学习型政党建设

当历史车轮驶入新世纪时，我国进入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阶段。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中国共产

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党的十六大以

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

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并在 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要“努力建设学习型政

党”。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按

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我国先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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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相关理论学习读本、
关于理论和社会热点问题的通俗读物，启动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坚持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制度，带头学习; 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并形成机制; 开展了县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轮训

和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

题培训。党中央相继颁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

例( 试行) 》、《2006—2010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

划》，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

平不断提高。党还先后建立了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以及

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的基础建设

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等均取得重大

进展。这一期间，相继在全党开展的以实践“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

先争优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的教育。一个以学习型政党建设带

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高潮逐步兴起。
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

变化，使党的执政面临着新的课题。党要经受住

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

部环境考验，要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必须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2009 年召开

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党的建设

科学化水平”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对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在新形势下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说到底是要不断把握

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关键是

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学

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是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

务。中央要求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

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

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

任务抓紧抓好，并且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这四个重要着力点。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命题和重

大任务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学习型

政党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它赋予党的学习

以更深的内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强调把学

习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特征，作为

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作为党员干部的重要标

志; 更加强调把学习作为整体性要求，作为全党的

共同责任，要求全党学习、全员学习; 更加强调学

习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把学习制度化、机制化、规

范化。这反映了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与时俱进，

反映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提高和党

建工作的创新。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

提出之后，全党从中央到地方，迅速掀起了学习的

热潮。中央有关部门向全党分批推荐学习书目，

专家学者解读理论重点和社会热点问题，广大党

员干部抓紧读书学习，各种读书学习活动如读书

会( 班) 、主题讲坛、专题讲座、理论研讨、在线学

习、晨会夜校等有声有色、如火如荼。十卷本《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中

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等相继问世，一大批反映

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众多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著作出版，为全党提供了基本的学习

资料。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在高校培训干部工

作，促进高校更好地为科学发展和干部成长服务，

中组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和规范高

校干部培训基地的意见》，确定北京大学等 13 所

高校为首批全国干部培训高校基地，这使全党的

学习培训教育有了更多的平台。一个新的学习热

潮正在全党兴起，并由此推进了学习型社会建设

五、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学习

型政党建设的历史特点

学习是一切进步的先导，是求新求变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靠学习立党、靠学习执政。纵观党成

立 90 年来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一部党领导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创

造性学习、创新性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学习

型政党建设 90 年的历史，呈现出诸多鲜明特点。
( 一) 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学习的目的

全在于运用。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标榜学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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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

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回答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引导

党所领导的事业不断前进。根据各个时期党所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刻苦学习，不断进行新的

创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宝贵经验。党通过

不断学习，保持和发展先进性，不断提升党的领导

和执政能力;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通过不断学习，增

强党员意识和党性修养。围绕实现党的历史任务

而开展的学习，对于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
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领导核心起了重要作用。
( 二) 学习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学习一切有益的东

西。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的一项主要任务和主要内容。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回答的首要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经过长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党逐

步认识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 实

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
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

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

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

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

论品质。［9］
学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学习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以及关于这一理

想的基本原则，学习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现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鲜明的政治立场，学习马克思

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与时俱进

的理论品质。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而这个实际，就包括不断发展变化的世

情、国情和党情。因此，要了解时代特点、天下大

势、国际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进步，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经验、方法、管理、科学、

技术; 要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

史及其经验教训;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现状;

要学习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
( 三) 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理论联系实

际，要做到有的放矢。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

的优良学风，这是学习的根本要求。学风问题，是

改造我们的学习、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

重要的问题。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根本

上说有两种对立的态度: 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核心是强

调理论要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学习

不仅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且是同

党的思想路线，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

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的要求是一致的。
另一种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态度。毛泽

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

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禁止孤立地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20 世纪 70 年代以

后，党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是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

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

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

展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

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

实践和新的发展。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但也要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

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

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
( 四) 学习的路径并非一条，而是多种

多样。学习，当然离不开书本等承载知识的介

质。读书是人生成长进步的阶梯，也是一个政党

气正风清、保持和发展先进性、不断提升领导和执

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是学习的途径绝不仅是读

有字之书，而是包括研读各个方面的无字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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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主要的学习路径有四条: 一是从书本中

学习。由于书本上的知识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是

系统的科学知识，因此，读书无疑是相对较短时间

内获得较多知识的主要途径。二是从实践中学。
要懂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规律，就必

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或亲身体验，在改革中“摸

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在实践中积累经

验，从而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客观规律，以增

强工作的预见性、自觉性。三是从历史中学习。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发展反映出一些规

律，把握这些规律，就能使党的工作尽可能做到科

学化。四是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无论哪一

种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因为错误和挫折从反面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

地聪明了起来，我们的错误就会少犯一些。前车

之覆，后车之鉴。纠正错误，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我们不仅要在总结成功的经验中获得提高，而且

要在汲取失败的教训中获得进步。
( 五) 学习的形式不拘一格，丰富多彩。

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

的学习形式。从个人主动学习，到各级党组织组

织党员干部集体学习; 从利用一段时间集中学习，

到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经常性的学习; 从创办各级

党校、干部学院，到成立各种学会、研究会等; 从举

办学习论坛、研讨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到开展调

查研究，进行参观考察、召开各类座谈会; 从出版

图书、发行期刊，到开办学习网站、进行在线学习;

从不同时期的整党整风运动，到新时期的“三讲”
活动、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和创先争优活动，党内不断开辟新的学习阵地，搭

建新的学习平台，创造新的学习形式。党还通过

建立学习组织、进行分层分类指导、实行领导带头

学习等举措，使党内学习获得多方面的保证。鉴

于人类已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党内学习开始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拓展学习空间，提高学习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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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PC Building the Learning Party
DING Jun － ping

(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CPC leading the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China is a history of creative
learning，and the process of party building is a process of building Marxist learning party． The CPC’s building
marxist learning part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explici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is to apply
what is learned; enriched content of learning: the content of learning is focused on Marxist theory but also in-
cludes everything beneficial; the basic method of learning is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ire is not only one
path of learning but diversifed paths; and the forms of learning are flexible．
Key words: CPC; learning party; building; process;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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