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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特定的动力源支撑。中国共产

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要素包括历史成就感染力、独特优势内驱力、理想信念引领力、实践发展支撑

力、宣传教育塑造力和社会环境净化力等。其中，历史成就感染力与独特优势内驱力属于本源性动力，

理想信念引领力与实践发展支撑力属于导向性动力，宣传教育塑造力与社会环境净化力属于保障性动

力。这六种动力要素、三维动力关系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提供了坚实条件与有力支

撑，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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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论部分提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篇章”需要“坚定历

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1]，凸显了“历史自信”之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必要而且紧要。党的历史自

信是党针对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使命任务，统筹“两个大局”而提出的重大命题，有利于树立党科学

看待历史、敬畏历史、尊重历史并善用历史的治史形象。由此，“历史自信”不仅成了中国共产党执

政话语的核心命题，也成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命题。既有研究大多从生成逻辑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历

史自信“以何生成”，相对地忽视了“如何继续深化”及“生成保障”等问题
①
，且对中国共产党历

史自信生成逻辑的要素划分存在边界模糊的问题，难以把握其生成的一般规律。本文基于对中国共产

党历史自信生成逻辑的把握，以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机制为切入点，试图厘清中国共产党

历史自信生成逻辑的边界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层次分明、要素和环节完整的动力系统，这既是在理论

上进一步扩展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逻辑研究的面向，也是在实践中以坚定的历史自信走好新

的赶考之路的要求。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动力机制的科学内涵 
 

    自信是自我评价的积极态度，历史自信则是历史主体对政党、国家与民族历史的信心信念[2]，既

有对历史成就的肯定，又有对历史前景的憧憬；既有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又有对历史经验的充分

汲取；既有对坚持中国道路的历史自觉，又有对坚持正义必胜的历史信念。中国共产党是历史自信的

重要主体，其历史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历史创造活动及其辉煌历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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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积极肯定的判断与评价，并对能够赓续既有辉煌历史持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构筑

不是先天先验产生的，而是有着确切的理由。“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

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3]中国共产党自信的理

由与底气催生着其历史自信。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过程是对自身的历史创造活动及辉煌历史的

评价从感性认同到形成历史情感心理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动力供给问题。动力供给是一个系统化综

合化运行的过程，必然涉及动力机制问题。 

    想要明确何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动力机制，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动力机制。动力主要指物理

意义上机械做功的各种作用力，后泛指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推动力量[4]。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是多

元的，必然涉及系统动力诸要素协同运作的机制问题。机制是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现多指系统诸

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结合的方式。动力机制指事物“赖以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

以及它们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式”[5]。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需要多元动力要素提

供稳定的动力供给。在这一过程中，多元动力要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从产生到发展全过程中必不

可少的构件，这些构件是否系统化、综合化运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能否获得源源不断

的动力供给。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也必然涉及动力要素的相互联结及作用方式的问题。

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本文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机制定义为：在中国共

产党历史自信从自发感知到自觉形成的过程中，多元动力要素由于某种机理的调控而形成的联结关系

及其运作方式。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动力机制的要素构成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要素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因为历史的结果并不是单一要

素的直接呈现，而是“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6]。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

生成的动力要素主要包括历史成就感染力、独特优势内驱力、理想信念引领力、实践发展支撑力、宣

传教育塑造力、社会环境净化力等，每一个动力要素都因其内在质的规定性使其能够在历史自信生成

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 历史成就感染力 

    信心是成功后的良性情绪，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与相信，历史自信生成的基本前提是历史主体

能够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出辉煌的历史。“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

质的东西而已”[7]，社会意识以观念、理论与心理等形式反映社会存在。历史成就感染力指人们在创

造历史的过程中，被自身所取得的历史成就调动的发乎内心的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这种情绪情感体

验的不断积淀最终会形成不断强化并拓展的对自身历史的肯定性评价之影响。党的历史自信是党真实

感受和切身体会百余年奋斗所创造的伟大成就而形成的自信自豪之感，以及对自身所坚守的价值理

念、确立的奋斗目标与行进的前进方向形成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其表征为历史成就反映到意识形态中

形成的对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的高度尊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份令人刮目相看的百年

成绩单，……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都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8]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历史自信生

成的动力要素中，党百余年来创造的辉煌历史构成了历史自信生成的事实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

信生成的基本动力源头。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阐述中国共产党党史四个历史分期时，首先阐述了党的奋斗历程，继而概述了

党取得的历史成就与历史意义，最后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英勇顽强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作为结

尾。这一框架设计与内容安排鲜明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发于辉煌历史的事实判断之上，而

绝非出于人们的主观想象。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是一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政治与社会研究                                 薛一飞，杨帅：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机制 

 

151

历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集中体现了党百余年奋斗的理论成就。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是一个推

进救国、兴国、富国与强国大业的历程。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时期到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从翻天

覆地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一代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艰辛探索，在救国大业中使

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在兴国大业中确立了新型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等

制度安排，在富国大业中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了物质贫困的泥淖，在强国大业中推动国家在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百余年奋斗的理论成就与实践成就推动中国

共产党萌发了自豪感并转化为对自我的充分肯定，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基本动力要素。 

    (二) 独特优势内驱力 

    自信是对自身有能力完成某事的坚定信心，是自己相信自己、自己信任自己的情感表现，能力与

优势是构成自信的重要范畴。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是依托自身独特优势创造历史活动的充分自信，独

特优势内驱力构成了主体完成某项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对自身能力与优势充分确证与自信的驱动力

量。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他将“自

我效能感”定义为人们对自己利用自身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的自信程度，“结果取决于行为的充分性，

并且关注这些结果，所以他们在决定采取哪种行动时依赖于自我评估的效能”[9]。当人们确信有能力

与优势实现某一结果时，便会积极做出相应的行为，并能够产生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自信是在实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过程中生发的，独特优势内驱力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又

一基本动力。 

    独特的政党品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养料。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是在党的奋斗征程中

形成的，是在横向比较中凸显的，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价值追求与行动能力。中

国共产党注重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善于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具有强大理论优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

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实现好、维护好与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具有强大动员力和整

合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严格党的

组织生活制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是一个具有强大制度优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完

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是一个

具有强大组织优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着力祛除影响党

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因素，是一个具有强大自我革命精神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强大的政

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这些优势的全面形成与发挥，使我们党能够由简

到巨，由不为人知到深孚众望，由寂寥无闻到世界瞩目，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 理想信念引领力 

    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合理设想与想象，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

现，集中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待。信念则是人们对于某种思想与事物确定不移的认

知，往往以目的、动机的形式贯穿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信念一旦产生便能够激发主体朝着理想目标

矢志不渝进行奋斗。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够提供前进动力、丰富精神境界、昭示奋斗目标。“人首先是

一种把自己推向将来的存在物，并且意识到自己想象成未来的存在。”[10]人的自为的存在不是已经

完成了的实在，而是一个摆脱必然限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追求所要成为的那种东西。这种“所

要成为的那种东西”总是在一定的理想信念的引领下生发的，反映了主体对自我角色图式(role 

schema)的认知。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作为社会情感的集中表达，是从历史记忆中产生的“将来意识”

和人类必定迎来更加美好前景的历史信念，蕴含着超越性的思想因素。理想信念存在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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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信之中，是引领中国共产党笃信美好未来的重要动力。 

    “党的理想信念与历史自信具有内在一致性”[11]，推动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所蕴含的理想信念

相一致的崇高历史事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是我们

党具有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继续前进的历史自信”[12]，构成了引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强劲动力。崇高的历史事业对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引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推进崇高历史事业内在地要求坚定历史自

信。崇高的历史事业孕育于历史之中并要逐步推进，历史自信为推进崇高历史事业提供合法论证、

展望光明前景、深化历史根基。“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

争”[13]，历史的存在性能够为现实的存在性提供某种担保。缺乏历史自信的支撑，便会否定推进崇高

历史事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进一步推进崇高历史事业的主体意识便会被消解。另一方面，崇

高历史事业的推进需要历史自信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

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12]，这是对精神力量有利于开创历史活动的充分

肯定。 

    (四) 实践发展支撑力 

    历史自信之命题“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14](192)。人通过社会实践创造

自身的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4](196)。社会历史的变迁与

进步就是一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史的展开，社会实践创设了历史自信的实践基础，使历史主体具备了

历史自信的可能。历史自信从历史实践活动中产生，也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得到持续的夯实。另外，历

史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任务。离开一定的历史实践和一定的社

会存在条件来谈历史自信，历史自信便是抽象的。“不从事创造性的事业，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事业，

不从事推动历史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事业，是很难产生历史自信的。”[15]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史自

信的确立不是“一锤定音”的，而是一个“保值增值”的过程，需要以更加成熟的实践探索催生更加

坚定的历史自信。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总体

战略安排，提出了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这些科学的战略部署和规划展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

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使命担当与深谋远虑的历史眼光。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显著的精

神标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团结奋斗”置于标题、主题与结尾等显著位置，充分显示了广泛汇聚团

结奋斗磅礴伟力的重要性。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充分调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历史自信便会随着党的奋斗历程的不断延

伸而逐步深化。 

    (五) 宣传教育塑造力 

    宣传指通过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加深社会成员对一定思想理念的理解认同与践行，其主要作用

在于消散认知迷雾、凝聚思想共识、进行政治动员。教育是社会对人们的知识灌输和行为指导，其主

要作用在于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人们的思想品德。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确立需要经历一个

由自发生成到自觉建构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关涉历史事实的把握与历史认知的塑造。历史事实的把

握不可能不学而知晓，历史认知的塑造不可能不教而明理，宣传教育是主体获取历史事实与塑造历史

认知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宣传教育指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通过宣传教育活动推

动全党全社会掌握客观历史事实，塑造正确的历史认知，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使其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同心理与共同情感。通过宣传教育，能够引导全党掌握科学全面的历史事实，塑造视野

宏阔的大历史观，辨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能够使全党认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涵养历史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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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之目标；能够引导全党将精神力量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

质力量。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宣传教育过程是全党全社会接受先进思想理论的过程，通过宣传教育，

可以使得全党全社会获得历史事实与历史认知提供的积极健康的心理支持体系，从而能够在知、情、

意、行的协同表达中生成历史自信。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过程中，宣传教育是历史自信生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保障力量。一

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超大组织规模的大党，党员数量众多且所处的环境不同，党员对党的历史事

实、党的历史得失及历史规律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全党形成坚定的历史自信殊为不易。另一方面，

党的历史是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党的历史具有本质与现象交汇、必然与偶然交织、主流与支流交错

的特点，在内容、形式与过程上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客观上对主体的历史认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主体对于复杂知识体系的认知框架、认知内容与认知情景难以形成有效认知就无法形成正确的历

史态度，历史自信便无法生成。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求深，把历史自信作为建

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形成全民涵育历史自信的理性自觉，这就能够推动全党全社会“将对现

实的认同与党史教育中宣传的内容链接起来，接受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上的基本观

点，确立并坚持历史自信”[16]。 

    (六) 社会环境净化力 

    社会环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时所置身的外部存在。“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

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17]，深刻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准则。历史自信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

产生的心理认同，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形成与发展的，环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不可忽视的隐

形推力。主体对于客体的认知既包括经验描述要素，即主体从既有的知识体系中调动相关知识理解、

判断、评价历史而形成的历史印象，还包括经验评价要素，即人们在群际交往过程中获得的口口相授

的内容与评判[18]。人们在人际交流过程中通过“群体中个体参与者的相互感染或传播，群体中的人们

会迅速地、不加批判地、一致地做出其不在所处群体或情境下的行为”[19]。外部的信息化要素蕴含的

是与非、善与恶等诸多复杂内容会通过群际传播与主体既有知识体系构筑的历史印象发生冲突，这种

冲突会影响党员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因此，要在“多”中谋“一”，积极引导价值观念的有益部分，

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提供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必然结果。个别人以“反思历史”之名肢解、

曲解历史，黑格尔将这种“反思的历史”的叙史方法称为“荒谬的想象之所及”，其突出表现为打着

“高级批评”之名，“通过主观的想象来代替历史的记录，幻想越是大胆，根基越是薄弱，就越是与

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20]。这种做法滑向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对历

史自信造成了严重冲击。“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

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1]如果不去澄清是非、加强思想引导、进行理论辨

析，不仅难以生成历史自信，更会影响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还历史以真面目，以

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给予历史虚无主义最有力的打击，“实现历史认知领域的正本清源，从而维护党 

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22]。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动力机制的运行机理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是诸动力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需要明晰诸动力要素在系统运行过

程中的独特作用，又需要在此基础上把握诸动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在明晰中国共产党历史

自信生成的诸动力要素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诸动力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的运行规则。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6 期 

 

154

 

    (一)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动力要素的关系 

    历史成就感染力与独特优势内驱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本源性动力。本源性动力指有助

于系统内诸要素彼此相连、紧密凝聚的内在力量[23]。本源性动力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从何处

生成”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最为根本的动力，对其他各个动力要素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两种动力要素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本源性动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是作为

一种情感心理而存在的，探究直接触发这种情感的关键要素就触及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核心

要义，历史成就感染力与独特优势内驱力是触发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关键要素，其原因要在历

史自信生成的过程中进行探究。从根本上看，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是主客体互动的结果。中国

共产党是主体，历史成就是客体，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生成了主体对于客体在心理上的认同。历史成就

感染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客体动力，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判断

之上，作为客体的历史成就愈加辉煌、历史前景愈加光明、历史意义愈加巨大，就越容易生成历史自

信。独特优势内驱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主体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自信的主体，对历

史成就的肯定充分确证了党的独特优势的能动作用，满足了主体自我肯定的心理需要，生发了历史自

信。历史自信既离不开主体对客体的科学态度与正确认知，也离不开客体对主体自我肯定的精神需要

的满足程度，主客体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本源性动力，其相互作用贯穿中国共产

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全过程。 

    理想信念引领力与实践发展支撑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导向性动力。本源性动力源于中

国共产党内在自觉自为地对自身优势的确证与对历史成就的肯定，需要导向性动力的配合与补充才

能实现动力的最优化。导向性动力分为理想信念引领力与实践发展支撑力，主要解决的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自信“如何继续深化”的问题。导向性动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不是躺在过去功劳簿上

的沾沾自喜，也不是戛然而止于现在的伟大创造，而是能够在光明的前景中生发出对未来历史的自

信。导向性动力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在运行过程中循环往复地生成，每一次生成都不是前一

阶段的简单回复，而是更高阶段的回复，这种回复使得中国共产党对赓续辉煌历史与拥有美好未来更

加自信。导向性动力分为精神性的与实践性的，这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前景的开辟需要坚持目标导向与

实践导向相结合、需要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引领紧密相关。一方面，理想信念引领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

历史自信生成的精神指向。历史自信的生成是一种精神活动，总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价值依托与精

神动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精神活动的支撑力量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实践发展支撑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实践路向。

实践永无止境，历史自信也永无止境，“曾经存在过的伟大事物既然是可以出现的，也就可以再次出

现”[24]，“伟大事物”再次出现需要诉诸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创造。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实践

发展支撑力很大程度上彰显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生发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自信。

“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4](13)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既是精

神活动，更是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延展。思想与现实、理想信念引领力与实践发展支撑力的同频

共振共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 

    宣传教育塑造力与社会环境净化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保障性动力。中国共产党历史自

信的生成是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历史与现实等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生成过程中难免会

出现动力不足、动力弱化甚至动力偏差等问题，这就需要保障性动力进行补位，以实现统一思想、意

志、行动之目的。保障性动力通过宣传引导、教育示范、社会调控等方式来保证动力源源不断地供给，

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保障”的问题。保障性动力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原则，

立足“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通过“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来保障历史

自信的生成[25]。宣传教育作为一种正向引导，主要作用是形成历史认知。通过在全党全社会开展党史

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强调全党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就是为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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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12]。社会环境净化力作为反向批判，主要作用是破除错误

思潮。在新时代，坚定历史自信，必然要面对国内国际诸多现实挑战，意识形态领域中有着多元社会

思潮的交锋，甚至出现了意识形态渗透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正本清源、辨明是非。宣传教

育塑造力与社会环境净化力是保障性动力的两种基本动力要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宣传教育塑

造力重在建设，建设是为了更有力地批判；社会环境净化力重在批判，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只有二

者协同作用，才能有效保障本源性动力与导向性动力效果的发挥，最大限度地推动历史自信生成。 

    (二)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机制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启示我们，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并形成合力的结果，而历史合力的

大小、方向取决于无数交错的力量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联结方式及综合作用。依此而论，中国共产

党历史自信单靠某一动力要素是无法生成的，而是需要本源性动力、导向性动力与保障性动力相互作

用、综合运行，最大限度地汇聚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合力。这种合力体现出内源性动力与外推

性动力相结合、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相协调、直接动力与间接动力相配合的基本特征。基于中国共产

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要素及其动力构造关系，笔者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机制，如

图 1 所示。 
 

 
图 1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机制 

 

    本源性动力的构建逻辑是“主体—客体”，这一动力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动力的来源。

本源性动力作为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动力要素，是主体对于历史成就的事实判断以及对于自身独特

优势的充分确证，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导向性动力的构建逻辑是“思想—现

实”，这一动力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动力的方向。理想信念引领力与实践发展支撑力明确

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道义基础与实践基础，表明其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党

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也是科学、理性、真实的自信。保障性动力的构建逻辑是“建设—批判”，

这一动力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动力的强弱。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它

在扩大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过程中逐步趋向“强自信”状态。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趋向“强

自信”状态，保障动力供给持续不断，需要发挥宣传教育塑造力与社会环境净化力的保障作用，增强

中国共产党坚定历史自信的动力。 

    本源性动力是建构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根本性动力，契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心理情感的本质

性表达。本源性动力是促使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成就的事实判断而形成对自身优势充分肯定的情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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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这种情感心理状态是一种从具体事实认知到抽象心理升华的转化过程，使中国共产党历史自

信彰显为一种内在的、难以观察到的情感状态。导向性动力推动历史自信进行具象形式的转化，由一

种隐性的存在转化为一种显性的存在，进一步明确了历史自信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具有特定的时代

内容与历史期望，能够使历史自信在理想与现实的双向互动中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本源性动力迈向

导向性动力的过程是抽象走向具体的过程，也是历史自信由源头性动力表达迈向过程性动力表达的过

程。保障性动力指有益于系统内部诸要素有序运行，使系统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的外在推力，它能够

依托特定的思想文化资源构筑丰富而完整的心理支撑体系，为本源性动力与导向性动力保驾护航。在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要素中，本源性动力、导向性动力与保障性动力形成了联合动力机制，

它们协同配合、有效耦合、相得益彰，在同向同行中形成合力，推动动力系统协同有效运行，生成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三维动力关系构造及六个动力要素的形成与建构并不

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会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必须以辩证、历史的眼光透

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动力系统及其诸要素，明晰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动力要素是动态发展的，而

不是僵化停滞的，是多元融合共生的，并非一元的，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彼此割裂的。 

 

四、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

外环境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机制，推动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源源不断地生成，是新

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践行使命初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动力要素，进而将各动力要素优化组合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

信生成的动力系统，能够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逻辑的研究，并在实践中夯实

全党全社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注释： 
 

① 相关研究主要针对《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进行阐释，

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成就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源自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主要包括理论成就与

实践成就)，参见陈金龙：《从第三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 年第 2 期；赵

朝峰：《历史自信: 产生源泉、价值旨归和实践要求》，《求索》2022 年第 3 期。其二，“规律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自信来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主要体现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参见董慧、

王爽：《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思想理论教育》2023 年第 1 期；张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价值

与提升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12 期。其三，“先进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源自党的先进性(主要

包括卓越的执政能力、高超的领导能力、显著的执政绩效)，参见柏晓斐、陈金龙：《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三重解

读——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华南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金民卿：《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深

厚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10 期。其四，“人民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源自崇高正义的事业(主要

包括党推进的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参见李睿、谢小玉：《中国共产党坚定历史自信的

逻辑基础探析》，《桂海论丛》2022 年第 6 期；尚庆飞、沈绍卿：《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江苏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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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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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tion of CPC's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rather than a tree without roots or water 

without a source, is supported by a specific power source. The dynamic elements of the CPC's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include the appeal of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the internal drive of unique advantages, the 

leadership of ideals and beliefs, the support of practical development, the shaping power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the purification power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mong them, the infectious power of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unique advantages belong to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the guiding force of ideal beliefs and the support force of practical development belong to the guiding force, 

and the shaping force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nd the purifying force of social environment belong to 

the guarantee driving force. The formation of these six dynamic elements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relationship provides a solid condition and strong support for and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the CPC's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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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