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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党建理论为主题，探讨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创新问题。结合当前的时代发展精神和创新

需要，对其进行了简要概述；主要从学科原理分析、比较研究、历史演进分析、实证主义研究几

大方法展开具体论述，重点阐述了在原有理论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通过本文初步分析，可以为

党建理论研究工作、指导实践工作，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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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以及坚守的发展原理源于马

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中，对社会发

生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具体的论证、分析与说明，而

且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 重要的

是得出了“革命”的结论，为人类思想史与革命理

论及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以来，我党就对其理论进行孜孜不倦的学习、研究，

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阐释，加上毛泽东同

志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发扬，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革命、建设国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发展的具

体情况，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构想，

并且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等思想总结与理论构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

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 为有效、 适合、也

被实践证明是伟大的理论基奠。随着科学的不断发

展，各种新型理论的兴起，国际交流的增强，党内

的科学化、系统化改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

念及实践，都有效地为党的先进性、指引性、创新

性，提供了较好的推动力。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发展与创新理念，

坚持实干、创新、革新、发展，始终坚持与时俱进，

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力量，尤其是实现

伟大的“中国梦”这一来自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灵

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力量。由此可见，中

国共产党的理论研究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与创新，而

且，始终为中国的发展起着组织与重建的作用，其

组织能力、宣传能力、推动能力都是有目共睹。 

二、研究方法说明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中，注重对起源

与开端的研究，而且，构建宏大，重视方法的应用，

比如辩证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十九世纪方

法论中 为有效的分析法等；其次，从当前的研究

来看，马克思是将其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应

用到了《资本论》当中。因此，在我党的党建理论

工作方面，需要研究方法的探索，并且理解方法论

的应用价值与应用方法，所谓方法的方法，就是指

应用价值而言；第三，若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

式的理解或是盲目以其“意识形态”硬套今天的发

展局势，则结果不会理想。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构建，不但是对马列主义原典的

重新解读，也是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

将现代的发展理念灵活地赋予到传统经典之上，为

其带来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换言之就是

提炼方法、创新理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以下

就通过学科原理分析法、比较研究、历史演进分析、

实证主义研究四种方法方面，进行具体的探讨。 

三、我国党建理论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创新探讨 

（一）学科原理分析法 

首先，交叉学科的研究已经较为普遍，尤其是

对于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三个学科的综合研究

多，成就也较高；在党建理论工作中，政治学、

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政党学、社会管理学、社会

学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范围，这种交叉研究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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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进行学科研究的延伸与扩展，也就是通过对各种

理论的可共用部分、可组合部分进行整合与提炼，

然后在深度和广度上对党建理论进行丰富，增加其

实用性与适用性，体现出理论体系在当今社会发展

中的功能性价值。 

其次，这种学科原理分析法，能够摆脱单一的

文件解读的诟病与僵化模式，将理论建设工作，从

自我应然逻辑中解放出来，再以科学的研究态度与

方法，重新对党建理论进行阐释；从当前的研究来

看，马克思主义原典中也透露出了那种“阐释”世

界的意味，因为在“改造”世界之后，人们发现，

在此之前是经由“阐释”做出了重要贡献，然后才

通过革命，用实践完成了理论的补充与完善；比如，

从政治学的角度，党建理论研究工作，可以将政党

的定位、功能与国家、社会的关联、合法性进行明

确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中，阶级与经济是研

究政党性质的两大因素，然而，从当前来看，这种

研究方法，确实局囿于十九世纪的历史研究框架之

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需要通过公民、国家、

政党、社会、经济、文化等，展开多面研究，而且，

注重其功能的表述性、整合性、培育性、参与性等；

另一方面，在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加进了“人民群

众”这一重要因素，所以，还需要经过对社会舆论

与民众反映来进行重新把握；还有经济学方面的理

论构建，因为当前的国家功能也在不断的进行延伸，

不仅仅是政治，还包括经济、社会福利、文化发展

等；当前的“反腐”工作，就有效地说明了这一理

论创建的有效性；还有诸如社会学、组织学、管理

学等等。 

（二）比较研究法 

有比较才有进步，才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正确

的选择；在党建理论中，以西方、东方的比较，社

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比较，传统与现代的比较，苏

联与中国的比较等，总结了教训，也对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进行了补充与

完善，虽然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思维方式，正反面

看问题的方法，造成的结果与效果却非常有利于社

会实践，而且非常可靠，易于实践。在党建理论工

作方面，需要加强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是对过往

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可以通过比较发现自身的不

足与可取之处，为发展与创新提供新的视角等。 

（三）历史演进分析法 

历史演进分析法，即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共

产党的发生、发展、创新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与评估；

比如，在 1921 年成立时，第一次中共大会的参与人

数量，2007 年的突破 7000 万等；再如，从党的革命、

路线、胜利、建国、建设等路径探索；还有党组织

的结构演变等，都是研究的范畴；以党的发展、执

政状况展开分析，如下文所述： 

首先，在党的组织结构演变方面，执政环境不

断发生变迁，党组织结构也会增加适应性，比如，

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个组织都会进行一些相应的调

整；另一方面，在历史演进法的分析中，需要探究

这些变化的相关因素或者致动因；比如，演进背后

的历中背景如何、社会环境如何、经济因素的作用

几许、国际环境及政治因素怎样等；从党的规章文

件史方面看，对西方国家的政党研究也颇多，比如，

西方民主型国家的政党背景、演进过程等，通过比

较，发现在中国的近代演进之中，经济社会的自然

演变历程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与侵略所打断，而且造

成了领土与主权的丧失；在摆脱困境的需求与救亡

图存的内心激愤之下，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通过

建立和领导统一战线打败了共同敌人。并且还通过

对各种文件的疏理、规章的革新，不断地在总结中

迁移职能、改善领导方式与发展路线；再从领导制

度的演进方面看，不同的时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比如 高领导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等，都经历了民主集中制度的演变，而

且评估制度与评估方式也在不断的调整。其次，在

历史演进方法的应用中，应该注重国内、国外的基

本主线，因为，从当前的中国的发展与在国际中所

处的地位，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济活动、救援

活动来看，中国一直担负着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之重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促进其它国

家不断向前迈进。  

（四）实证主义研究法 

首先，自十九世纪起，“实证研究”这一方法的

应用范围迅速扩大，为各项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

的启示与便利。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史的普

遍规律的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实证研究这一方法，

而且，在当今的学术领域中，实证研究是研究任何

理论，不可缺少的一个必要手段。其次，实证研究

注重于经验、事实，而且在实际的应用中，有程序、

有定量分析、有实际操作措施，加上后来发展的定

性研究等，都有效推动了实证研究法的完善。第三，

在党建理论中，应用实证研究方法，即是尊重传统

的思想体系，又可以利用这种有效的方法，增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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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可行性与实时性。在党建理论研究工作中，利

用实证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大

量观察、调查、实验，得到 为客观的一手材料，

为后续的分析，提供必要的依据；另一方面，从个

别上升到一般的方法，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实现，从

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发展规律等；由个别到

一般，由抽象到具体，就是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之上，所以说，党建理论工作中，需要加强定性研

究（如原理论证、价值评估）和定量研究（如调查、

实验、观察等），从而更好地将问题建立在事实的基

础之上，把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清楚。在中央组织

部组织并进行的企事业单位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

都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应用的具体体现，而且，能

够将民生、民情、民心了解清楚，能够对自身的工

作、组织、执行人员的行为进行认知。第四，虽然

实证研究有其优势，但也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

从当前来看，这种技术型的分析方法中，会受到调

查者的价值观与立场影响。所以，建议将以上的四

种方法，进行综合性的应用，在不同的研究课题、

不同的问题分析上，采用适应性更强的方法，提高

研究的精准性，增加理论建设的应用性。 

除了上面所说的四种方法之外，还有结构主义

研究法和近年来兴起的系统论、模糊论的理论及方

法。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应该注重基础的实验

研究方法、辩证分析论证的方法，并结合以上四种

分析法，进行综合研究，提高党建理论研究方法的

发展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从当前中国在国际上

的地位及发展趋势分析，需要加强反思与评估水平，

运用历史方法，从整体上进行重新估价，以此推动

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的传统与近百年来的现代化的

有效结合与和谐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新的时代，要坚持与时俱进、因

时制宜。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

化融合强的国度，正在复兴。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

者，中国共产党需要加强党建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增强理论的实用性与适用性，从而带领中国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复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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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arty building theory as the them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author mak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al spirit and innovation needs.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from the analysis of disciplinary principles, comparative research, 
historical evolution analysis and positivist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original 
theory.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is paper, we can provide som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research work of party building theory and guide the practic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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