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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进、理论逻辑及其启示

□周 进 1 丁银生 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2.当代中国出版社 国史第一编辑部，北京 100009）

［摘 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一制度优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实践中初步形成，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更充分地彰显。这

一制度优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反映了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具有深刻启示，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在于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的根本政治保证，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依托，有

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科学决策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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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树立起了一座座历

史丰碑。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因为建立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

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P273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2］P3的显著制度优势

日益彰显。深化对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形成

的历史逻辑研究，深刻阐释其蕴含的理论逻辑，揭

示其宝贵启示，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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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的显著

优势与历史演进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

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中形成并充分彰显出

来的。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

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与封锁，如何进行经济建

设、巩固新生的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

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帝国主义是最吝啬

的，根本不愿意帮助别的国家建立工业，他们撤走

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3］P60

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建设，党

和政府集中全国有限的资源，没收官僚资本，建立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通过组织开展“银元之

战”“米棉之战”，打击和取缔金融投机，遏制恶性

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改变各解放区财经分散管理

的现状，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

一管理，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此外，人民政

府还通过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

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由于政策正确和措施得力，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顺

利完成。1952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679 亿元，其

中工业总产值为 349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近 1.5
倍，年均增长速度达 49.8%，超过旧中国的最高水

平。［4］P43—44 为了捍卫新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

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奋力支援下

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掀起参

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各行各业节衣缩食，踊

跃捐献飞机大炮。到 1952 年 5 月底，全国人民共

捐献 5.565 亿元，折合 3710 架战斗机。经此一战，

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奠定了在亚洲和国际事

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新中国要开展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必须把有限的人

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一批国民经济急需

的重大项目，这就需要有一个周密翔实的计划。

编制与实施“一五”计划是对中国实现工业化具有

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中国从 1953 年开始实施发

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了优先发展

重工业的战略决策，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

这一时期国家还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了航空和电子

两个基础最薄弱的新兴工业部门，开始创建核工

业和航天工业两个新兴尖端行业。与此同时，中

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

义改造，形成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社

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有效实施。这一体制使党和

政府能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

的经济建设，能够在落后条件下实现赶超发展，推

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1956 年起，我国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

导下，全国一盘棋，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

起来，推动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并在“两弹一星”等

国防尖端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我国自 1964 年

开始，在中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等 13 个省、

自治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推进大规

模工业、交通、国防、科技设施建设，共投入 2052.68
亿元，超过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40%，动员

了数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

千万人次的民工，建成了 1945 家大中型企业、科研

设计院所，［4］P95成为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

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到初步展现。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家制度构建中建立并逐

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党的章程亦载明要发挥

“党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5］P273，提出要

从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

的领导。正因为坚持和完善了党的领导，党领导

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

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

建设，为此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

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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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在改革
开放伟大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勇于突破传统

模式束缚，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

创、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推进现代

化事业，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使社会主义制度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并

巩固了党的权威领导。邓小平同志强调，党中央

要有权威，“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

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

难时也能做大事”［6］P319。正因为坚持和巩固了党

中央权威，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国的

改革开放事业得以稳定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基

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深刻把

握，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

线；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

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市场

主体纷纷涌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

放格局迅速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空前的

活力。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团结带领人民运用强有

力的宏观调控，战胜政治风波、亚洲金融危机、特

大洪涝灾害、非典型肺炎疫情、汶川地震等各方面

的风险挑战，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政府驾驭全局、解决复杂问

题的能力。为适应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潮流

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提出了可持

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等一

系列经济发展重大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并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在这些国家战略实施带动下，我国大力推

进载人航天、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标志性工程，

进行全国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先安排基

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

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帮助数以亿计

的人口成功摆脱贫困，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成功

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举世瞩

目，极大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

心和凝聚力。正是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8791 亿

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大国

地位初步确立，货物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7］中国

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人间奇

迹，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

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

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

跨越。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更充分地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

大时代课题，不断完善和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完善维护党中

央权威的制度体系，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两个确立”是

我们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

原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国在制度建设方面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

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

度更加巩固和完善，我国制度大厦的四梁八柱更

加稳固，各项体制机制有机衔接，许多领域实现历

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8］

我国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

质量发展，不断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以科技创新引

领新时代发展，突破“强起来”的瓶颈。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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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

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型举国体制以国家

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根本目标，通过科学统筹、集中

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组织实施过程中集中协调配置资源、有效发挥资

源效益。其显著特征与核心要义是：与市场机制

充分结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

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驱动这两者发挥出各自优

势并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以使资源配置效益最

大化和效率最优化。［9］P160—161在实践中，新时代新型

举国体制立足整体，统筹兼顾，同时集中力量、握

紧拳头“办大事”，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难点问题、关键问题和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根本问题，进而带动全局，实现重点突破和整体推

进有机统一。除了举办冬奥会等重大体育赛事、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外，党和政府

注重“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

的强大合力”［10］P48，抢占科技制高点，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嫦娥”揽月、“天和”驻空、“天问”探

火、“地壳一号”挺进地球深处、“奋斗者”号探秘万

米深海、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等高技

术领域的新跨越［11］。在脱贫攻坚方面，我国坚持

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

治优势，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

方面力量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

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取得了脱贫攻

坚战的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12］，历史性地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

献。正是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的带动

下，“中国之治”不断开辟新境界，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通过 70 多年的实践发展和完善，中华民族迎

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

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

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13］，在于“坚持全国

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

著优势”得到更充分彰显。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

理论逻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集中力

量办大事制度优势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的，彰显了深刻的理论逻辑。

（一）体现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事物的矛盾体系中，主要

矛盾处于支配地位，规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

所以工作中要抓主要矛盾，而集中力量办大事体

现了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

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上层建筑根

源于经济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由党和政府

组织实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的正是发挥国

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基本原理。恩格斯

还提出了“历史合力论”［14］P302。他认为，历史发展

是不同意志力量相互作用，并最终产生一个总的

合力的结果。［15］P592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

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源无法得到有

效整合和利用。而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

基础，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有计划的调配和集中

使用，从而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根本的制度

前提。中国共产党是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制度也是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

充分说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

深刻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这一根本

要求。

（二）体现了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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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中间必然要经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

的革命专政”［16］P445的过渡形式。共产党人“在当前

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7］P65，是各国工人

阶级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它在使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之后，

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

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

力的总量”［17］P52，按新的方式组织建立起没有压

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

可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

本原则。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

主义方向，才能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推动

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为初心和使命，正确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能够准确把握

时代脉搏，立足我国国情提出奋斗目标，始终保持

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并且组织严密、纪律

严明，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

改 革 实 践 中 推 动 形 成 集 中 力 量 办 大 事 的 显 著

优势。

（三）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

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决定的。在 5000 多年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团结

一心、同舟共济，崇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孟子·公孙丑下》）、“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

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

书》）、“万夫一力，天下无敌”（《郁离子·多疑不如

独决》）、“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

固”［18］P155和“讲仁爱、尚和合、求大同”等文化精髓，

形成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化观念与意识，

形成了多元一体、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实践中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

治理特色，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反映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

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

全面发展，而集中力量办大事为这一目标的实现

提供了有力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并不断完

善社会主义制度，注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在于通过集中资源在关键领域和重大项

目上取得突破，快速发展生产力，为经济社会的持

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

主体作用，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统一，人民群

众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

重要启示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进历

程 中 形 成 并 充 分 彰 显 的 。 这 一 制 度 优 势 启 示

我们：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发挥

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核心领

导力量。“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实现经济行稳致

远、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19］P121 一是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赋予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坚强组织保证。在

重大战略决策和历史进程中，党充分发挥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对国家重大项目、重大任务

进行科学规划和统筹部署，从“四个现代化”的战

略擘画，到“三步走”的路线图，再到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将近期目标

和长期规划相结合，将“大构想”同“小目标”相结

合，接续编制和实施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勾画了“路线图”、设

定了“时间表”，为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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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量身定制”了宏伟蓝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科学路径。二是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

中央权威。这是党的百年奋斗和治国理政的重要

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

的根本政治优势所在。核心就是力量，思想就是

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

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

威，党中央决定了的事都不去照办，还是各说各的

话、各做各的事，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20］P217

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为指引。我

们党始终坚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与时俱进形成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等理论创新成果。这些理论成果转化为党和人

民的理论武装，引领实践变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四是党员干部始终发

挥模范先锋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强大的组织力，确保全党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

键力量。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发挥集中力
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根本立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

性质的试金石。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充分体现了这一本质要求，使人

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切实保障。“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21］P95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民。无论是经济建设、科

技创新还是社会发展，都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中国成立

后，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从防灾减灾救灾到抗

击新冠疫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充分考

虑人民的利益和需求，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

初仅有 49.7 元，发展到 2023 年的 39218 元，扣除物

价因素比 1949 年实际增长约 76 倍。［22］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

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20］P305 同

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要依靠也是人民。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

的不竭源泉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

力量。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是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根本

依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是当代中国发

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

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新中国成立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从建立并不断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到日

益丰富不同领域具有创新性、支撑性的重要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层次分明、系统完备，

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民主集中制更加健

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在国家治理中日益显

现出巨大的制度效能，“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

对比更加鲜明。

（四）坚持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科学

决策是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重

要原则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

结合，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含义，也是我们党团结

统一的重要法宝。民主凝聚人心，团结成就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重

要法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坚持民

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高度重视发扬

民主，广泛征求和听取意见建议，进行充分的调研

和评估，鼓励群众首创精神和创新精神，建立科学

的决策机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让决策更科学、更贴近实际、更符合规律，从而更

好地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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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

势，攻克艰难险阻、创造丰功伟绩、取得辉煌成就

的历史。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

求，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反映了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属性。新时代新征程，

进一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就要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

立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在

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

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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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oling all our resources to complete major missions i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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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ew China after 1949 and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for the continuous success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of pooling all our resources to complete major missions is that the whole 
country must play a unified game of chess and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all sectors.Thi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was initially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given full play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more fully demonstrated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ystem advantage reflect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 demonstrates the 
profound heritag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eflect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ause.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after 1949 has inspired us deeply：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of pooling all our resources to complete major missions lie in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upho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fundamental people-centered stance， the 
fundamental support for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n the basis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Key words：pooling all our resources to complete major missions；new China after 1949；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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