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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是政党文化中的三个不同的概念。目前学界对三者理解不一，同时存在 

两方面问题：一是概念混淆，二是内容界定不准确。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是指中国共产党全党成员和党组织形 

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使命等各方面所达成的共识。执政党意识是指党以执政党的身份来思考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日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执政任务问题。执政意识指的是作为执 

政党的中共对于履行执政职能、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目标的思考，是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在党的组织和成员头 

脑中形成的固有的执政思维方式。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与执政意识三者的关系是：政党意识里包含执政党意识， 

而执政党意识里包含着执政意识，三者的层级依次从大到小。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内容包括革命党意识和执政 

党意识两大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意识主要内容为全面执政意识、忧患意识、改革开放意识、发展意识等； 

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内容则包括为民执政意识、依法执政意识、民主执政意识、科学执政意识、第一要务意 

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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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是政党文化中 

的三个不同的概念，学界目前对三者均有研究。虽然 

对这三个概念并无争论，但学者们却各说各话，在理 

解上并不一致，大体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概念 

混淆。例如，在述及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两者关系 

时，学者来梅丽和王长江持相反态度，前者认为“我 

们党今天要增强的执政意识，其实质是执政党意 

识” ， [1](15) 将两者等同而论；后者则建议用“执政党意 

识”代替“执政意识” [2](35) ，显然也有失偏颇。二是 

内容界定不准确。学界对于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和 

执政意识三者所包含的内容并无科学准确的认识，常 

常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学者郭亚丁认为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意识应有十个方面的内容：“发展意识、服务意 

识、基础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使命意识、创 

新意识、战略意识、忧患意识以及规律意识。” [3](15) 

显然，这十点内容还可以讨论。它过于宽泛，应该是 

属于执政党意识的内容，其中有些如使命意识、基础 

意识、服务意识、战略意识等，也是革命党应具备的 

意识；而有些又确实与执政意识有关，如法治意识、 

民主意识、服务意识、发展意识等，但作为党的执政 

意识的规范表述应该不同， 可以表述为为民执政意识、 

依法执政意识、民主执政意识、科学执政意识、第一 

要务意识等。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三个概念及其内 

容进行区分，并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三层意识的形成和 

内容进行阐述。 

一、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和 

执政意识的概念区分 

“意识”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ciencia” ，意 

为“认识” 。意识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人脑的机 

能对于客观存在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 潘菽教授认为， 

“意识是包括感觉、知觉、思维的一种具有复合结构 

的认识作用或认识过程。 ” [4](3) 意识是人脑机能高度运 

转的结果，是一种高级的神经反映。但是，归根到底， 

意识离不开物质，即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有怎样的存在就有怎样的意识。社会意识作为对 

社会存在的反映，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的现象以 

及其中包含的本质和规律。政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 

团体现象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有着它自身独特的意 

识。 毛泽东说过：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中 

来’ 。 ” [5](320) 政党意识作为一种思维的呈现，正是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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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这一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也即物质中产生的。学者 

张昱认为： “作为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的意识，是包括 

感觉、知觉、思维在内的一种具有复合结构的最高级 

的认识活动，思维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 

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在阶级社会中还会带有阶级性 

色彩。 ” [6](15) 这一概念解释指出了社会意识的一般特 

征，即社会意识的阶级性特征。 
(一) 政党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 

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 

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 

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 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团 

体、组织，政党意识则是反映着一定利益团体和组织 

的思想和价值观。政党意识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社会 

性和历史性。不同阶级不同性质的政党、不同的历史 

发展时期和不同的政党领导者都会影响到政党意识内 

容的形成。 

政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一个政党及其 

成员对于政党本身的性质、章程、纲领、宗旨、目标 

和地位等内容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政党意识包含 

着政党情感、政党文化、政党精神、政党理论等内容， 

是这些内容的集中体现。从总体来看，政党意识可以 

分类为革命党意识、反动党意识、执政党意识、非执 

政党意识、参政党意识或社会主义政党意识、资本主 

义政党意识、资产阶级政党意识、工人阶级政党意识 

等，范围甚广。政党意识含有丰富的情感和精神，是 

一个政党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体 

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 

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 

个党。 ” [7](325)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是指中国共产党全党成员 

和党组织所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 

使命等各方面所达成的共识，是党的精神和内在凝聚 

力的体现。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 

意识也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 

主流意识。有的意识逐渐淡化，如革命意识和武装斗 

争意识；有的意识逐渐发展，如模范意识、独立意识、 

服务意识等；有的意识被彻底摒弃，如“左”的意识 

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意识；还有新的意识逐渐产 

生，如人本意识、能力意识、和谐意识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殊的政党，其政党意识的 

独特性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具 

有人民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特征，党的政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 

众不断增长的利益需求。党经常开展党内思想政治工 

作，教育全体党员增强为民服务的意识。其次，中国 

共产党政党意识具有先进性。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始终具备勇于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先进意识。党的十七 

届四中全会提出用科学理论来武装党，要求党具备世 

界眼光，把握执政规律、具备创新的精神。中共党人 

始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先进的理论指导着实践。 

再次，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具有科学性。党能够根据 

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正确地分析出国际局势的走向和 

国内外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总结发展规律，顺应 

时代发展要求，适当改变工作策略。党的十八大将科 

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党的建设科学化摆 

在了全党面前。自从党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的十年 

里，党在领导制度、依法执政、民主决策、民主监督 

等各方面都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在领导全国人民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 

正是党具备了科学性的政党意识的结果。 
(二) 执政党意识 

在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 

定位中国共产党的人是任弼时。 任弼时在 1949年召开 

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要防止因 

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 

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 

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 

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 

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8](473) 

此后，中共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这一概念 

进行了阐述与使用。周恩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 

言时指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 

党。” [9](120) 邓小平也在中共八大上指出：“中国共产 

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 

地位。” [10](240) 那么，何谓执政党意识，它的内涵又有 

哪些呢？ 

执政党意识是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对自身的 

性质与地位、权力与职责、执政目标与实现方式、执 

政目的与价值追求、执政条件与执政环境等的全面认 

识与看法”， [11](34) 是党对于“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 

样的党” 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党在决策的过程中 “始 

终从我们是一个执政党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从当好执 

政党这个基本理念出发”。 [12](325) 执政党意识是政党意 

识在党处于执政条件下的转化与提升。一个政党的地 

位和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当它处于在野党地位时，它 

就产生在野党(或反对党、合作党)的意识；而当它处 

于执政党地位时，就会相应地产生执政党的意识。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意识，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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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而对其自身的性质和地位、权力与责任、执政 

理念、执政目标、 执政方式与执政环境等问题的认识， 

是相对于党在历史上作为革命党的身份而产生的意识 

而言的。当中国共产党处于革命党地位时，党内主流 

意识是暴力革命、武力夺权；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分 

清敌我友，具有排他性；对旧制度进行改造，路径是 

先破后立 [13](37) 。而当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地位时， 

党内主流意识是建设、改革与发展，提倡以建设性的 

眼光来发展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合全体社会 

的力量来建设社会，有较强的包容性；对原有体制进 

行温和的改革，路径是先立后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 

发展至今， 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性的转变， 

政党意识也从革命党的政党意识向执政党的政党意识 

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意识所强调的是“执政” 

之后的党的意识，是相对于作为从事革命活动时“革 

命党”身份的党的意识而言的。党在革命时期所面临 

的根本任务是以暴力夺取政权，推翻旧政权，建立新 

政权。而党在掌握了政权之后，作为执政党，所面临 

的就是如何执好政和如何建设好国家的问题。总的来 

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意识是指党以执政党的身份 

来思考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日建成小康社 

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执政任务问题。 
(三) 执政意识 

执政意识与政党意识及执政党意识不同，它有着 

自己的特殊含义。执政意识是一个政党及其成员对于 

执政地位、执政方式、执政任务、执政宗旨等相关问 

题的总体认识，是指导执政行为、完善执政理念、提 

高执政能力的思想基础。执政意识强调政党执政之后 

的“执政”行为。执政意识表现在执政思维上，“所 

谓执政思维，指的是执政党及其成员运用对执政的认 

识和理解来思考和解决执政问题的基本思路和习惯方 

式。” [14](1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意识 

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指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 

共产党对于履行执政职能、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 

目标的思考，是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在党的组织和成员 

头脑中形成的固有的执政思维方式。从执政意识主体 

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主体包括了党的最高领 

导机关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党的各级组 

织、党的干部等。从党的执政意识内容上看，它的本 

质是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 60多年中，随着时代的变 

化，党的执政意识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经历了 

从封闭意识到开放意识、斗争意识到合作意识、管制 

意识到服务意识、人治意识到法治意识、包办意识到 

民主意识等内容的转变。党正以更加丰富和科学的执 

政意识指导着执政能力的建设，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二、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与 

执政意识的层次区分 

毫无疑问，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与执政意识三 

者在层级上是有所区别的，三者的关系是：政党意识 

里包含执政党意识， 而执政党意识里包含着执政意识， 

三者的层级依次从大到小。 
(一) 政党意识与执政党意识 

政党意识作为抽象概念包括执政党意识、非执政 

党意识、 革命党意识以及反动党意识等各方面的内容， 

执政党意识只是政党意识中的一部分。政党是特定阶 

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为了共同的利益和政治目标而 

在阶级斗争和社会改造中形成的政治组织。政党要实 

现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就要通过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 

这一途径来实现。一个政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 

由非执政党转变为执政党。一个政党可以通过两种途 

径从非执政党转变为执政党，即制度性的选举和暴力 

性的革命。政党一旦上升到执政党的位置，就会在执 

政的过程中，将本阶级的利益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得 

政权机关充分按照该政党本身的意志来行事，这时执 

政党的意志充分表现为该政党的全部意志。一言以蔽 

之，执政党意识是政党作为执政党身份所表现出来的 

特有的意识，归根到底还是政党意识的表现，是政党 

意识中的一方面内容的凸现。由于中国历史发展和政 

治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活动的党转变成为 

执掌政权的党，党的政党意识也从革命党意识转变为 

执政党意识。当中共处于革命党地位时，党的政党意 

识表现为革命党意识；当中共处于执政党地位时，党 

的政党意识逐渐表现为执政党意识。 
(二) 政党意识与执政意识 

政党意识强调“政党”，即某一个阶级或社会集 

团的政治组织，政党意识所指向的是代表整个阶级或 

集团整体上的综合的价值观，是政党作为其本身所拥 

有的整体意识， 既包括执政意识，也包括非执政意识。 

执政意识作为政党意识的一个深层的具体内容，特指 

的是政党处于执政地位所产生的意识，强调“执政” 

一词。执政，即掌管国家政事，是一个政党以主人翁 

的姿态来掌握和管理国家的事务，是相对于非执政党 

和在野党而言的。总之，执政意识离不开政党意识， 

是政党意识中的一个小的内容，而政党意识中包含着 

执政党意识及其执政意识。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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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强调：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宗旨 

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做到为党分 

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这段话中提到的党的意 

识等，都是党的政党意识中的一部分，可见执政意识 

是包含在政党意识里面的。中共的执政意识是党作为 

执政党地位所产生的对于执政这一活动过程的意识， 

是中共执政党意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因此， 

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属于第一层级， 

而党的执政意识则处于第三层级。 

(三) 执政党意识与执政意识 

执政党意识与执政意识两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同 

一概念，被很多人所混淆，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本 

质上的区别。学者王长江认为，执政党意识与执政意 

识的区别在于两者所表现出来的准确度不一样。他认 

为，“执政意识”这一概念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没有 

包含权力属于谁，为谁执政的内容，只关注权力而没 

有体现责任。他认为“执政党意识”这一概念更为科 

学和完整，“所谓执政党意识，简单地讲，就是想问 

题，作决策，办事情，都从‘我们是执政党’这个前 

提出发……这样一种既包括掌权意识、也包括责任观 

念的对自身‘执政党’性质的认知，就叫做‘执政党 

意识’。” [15](16) 他建议用“执政党意识”代替“执政 

意识”的概念。笔者认为他对概念的理解是有道理的， 

而建议是不必要的，因为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是可 

以同时存在的，执政党应该有执政党意识，其中也应 

包含执政意识，而且是最基础的意识；不能说执政党 

就不能有执政意识， 或执政党意识中不包含执政意识。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意识是从总体上反映党执 

政后对于如何建设党和国家的整体思考，那么其执政 

意识则是从具体的角度来阐释党执政的理念和执政方 

式的思维。 

三、党的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和 

执政意识的形成 

(一) 政党意识的形成 

从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的发展可划分 

为四个阶段：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1927 年土地 

革命战争前为产生阶段；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开始至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发展阶段； 1956年社会主 

义改造完成后至 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 

前夕为曲折前进阶段；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 

乱结束后至今为成熟阶段。中共政党意识的内容则包 

括前两个阶段所形成的革命党意识和后两个阶段所形 

成的执政党意识。自 1921年建党以来至 1956 年社会 

主义改造完成， 党的政党意识主要表现为革命党意识， 

包括建党初期的使命意识、信仰意识和阶级意识；大 

革命时期的革命意识、合作意识和领导意识；土地革 

命时期的武装斗争意识、民主政权意识和先进意识； 

抗日战争时期的独立自主意识、 模范意识和服务意识。 

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今， 党的政党意识 

主要表现为执政党意识，它不仅包括了党在革命时期 

所产生的某些政党意识内容(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及胜 

利初期的全面执政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及其他时期所 

产生的革命党意识内容)， 而且还包括在这段时期所产 

生的新的政党意识内容，主要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至十六届四中全会前产生的改革开放意识、 发展意识、 

法治意识、创新意识和人本意识，以及十六届四中全 

会以来至今所产生的和谐意识和能力意识。革命党意 

识和执政党意识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意 

识的完整体系。 
(二) 执政党意识的形成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要求。胡锦涛在 

报告中强调，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说明党对于执政党建设的 

重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为宗旨，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新中国为现实的奋斗目标。随着党从革命党向执政 

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自身所面临的地位、环境、任 

务和使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对于自身也有了重 

新的界定和认识。早在中共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等 

领导人就认识到了党在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发表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分析 

了中国在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两种环境的挑战，阐 

述了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旧中国和推翻法西斯独裁 

统治进而建立新中国的两种政治前途，鼓励全国人民 

齐心协力，勇敢地反抗日本侵略势力，建立一个崭新 

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在报告中呼吁要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这反映了党对于成 

为执政党后自身任务的初步认识，党的执政党意识已 

经萌芽。接着，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 

夕，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为党在革命胜利后的工 

作做了进一步的安排：决定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 

城市；分析党将面临的两种矛盾；规定了党在政治、 

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各项政策；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方 

面的建设，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在这一阶段，党对 

于执政之后的工作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任弼时等已 

经开始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新中国成立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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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则在事实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地位的 

转变。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提出：“我 

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 

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 

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 

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6] 报 

告从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 

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国际关系以及党的领导六 

个方面对党的工作做了要求。从这个会议及其报告中 

可以看出，党对执政后的国际环境、基本国情、工作 

重心、执政任务以及党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都有了 

较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党的执政党意识已逐渐形成。 

随着党执政实践的深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党 

的领导人对于党的执政任务和执政方式有了更为深刻 

的认识，形成了包括全面执政意识、忧患意识、改革 

开放意识、发展意识等意识在内的执政党意识内容。 

(三) 执政意识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早在党建立革 

命根据地的时候，党内就产生了局部的执政意识，党 

带领着革命根据地的广大人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和 

抗日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同时也受到了全国人民 

的欢迎和支持。这是党局部执政的胜利，同时也是党 

的执政意识的萌芽和产生阶段。革命胜利以后，党带 

领着全国人民建设了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使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确立起来。党还进行了全 

党性的整风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党的执政意识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和 

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得党和国家的发展经历 

了一个曲折前进的阶段，党的执政意识也止步不前， 

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偏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进 

行了“拨乱反正”，党的执政意识从“党政不分”、 

“包办一切”到“党政分开”、“民主执政”；党的 

工作重心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上来，重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党得到了较为健康的发 

展。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党就提出强化执政 

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要求。1989 年  12 
月，江泽民在《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 

锋队而斗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强化执政 

意识,提高执政本领。” 可见，执政意识对于党的发 

展和党的领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 21世纪， 

国际经济贸易的联系与科技文化的交往日益频繁，国 

内外环境瞬息万变，各国对于国内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都提出了越来越多而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就要加强党的执政意识的建设， 

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党的为民执政意识、依法执政 

意识、民主执政意识、科学执政意识、第一要务意识 

等，而这些方面正是党的执政意识的主要内容。据数 

据显示，截止 2011 年底，中共已拥有 8260.2 万名党 

员。要让如此众多的党员团结一心，凝聚力量投入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来，就必须加强党的 

执政意识建设，使广大党员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非与生俱来，它是历史 

和人民的选择，党要保持其执政领导地位，就需要加 

强党的自身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为此，增强党的 

政党意识建设，提高全党成员和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认识，是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环节。增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民 

的要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将是中国共产党在今后 

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必须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党自己。党只有理解和区分 

政党意识、革命党或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之间的内 

在联系，增强自身的执政党的及执政的意识，才能更 

好地建设和更快地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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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consciousness,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and governance consciousness for CPC 

XIAO Tiejian, LI Zengmei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party  consciousness,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and governance consciousness  are  three  different 
concepts  of  political  party  culture.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it  and  face  two 
problems. One is conceptual confusion, the other is that the content definition is inaccurate. The CPC’s political party 
consciousness refers to all members of CPC and the party’s consensus formed by nature, tenet, program, mission, and 
so on various aspects of CPC.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refers to the CPC thinking about how to resolve ruling duty 
questions like build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a welloff society and realiz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an 
incumbent party. Governance consciousness refers to the CPC thinking about how to perform administration functions, 
consolidate  the ruling position and realize the goal as a ruling party,  it  is the  inherent ruling mold of  thinking which 
forms  the  party’s  ruling  practice,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member’s  brains.  The  relations  of  political  party 
consciousness,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and governance consciousness  is  that  political  party  consciousness  include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include  ruling consciousness, the three  levels decrease  in turn. 
The CPC’s  political  party  consciousness  includes  two  large  pieces  of  content: revolutionary  party  consciousness  and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PC’s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are  comprehensive  ruling 
consciousness,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reform  and  opening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consciousness,  etc.  The 
contents  of  the  CPC’s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include  consciousness  of  ruling  for  the  people,  governance 
consciousness,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scientific  consciousness  and  top  priority  consciousness,  etc.  It  is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three  consciousness  by  studying  party’s  theory  knowledge,  strengthening  party 
member’s consciousness, improving the party’s image, listening to the public’s interests, absorbing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other cultures.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politics;  political  party  culture;  political  party  consciousness;  ruling 
party consciousness; govern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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