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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于 201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印发。由党中央根据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在 2010 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基础上修订而成。全文共 8条、281 字，包括导语、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规范。

准则内容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

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

党员廉洁自律规范

第一条 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第二条 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第三条 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第四条 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第五条 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第六条 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第七条 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第八条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从百年党史看自我革命

来源：学习时报

分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

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

来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革命救国、探索建国、改革兴国、小康强

国，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了，近代以来饱经苦难的中国强起来了。之所以能有这样巨

大变化，原因很多，但很重要一条是我们党把握住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朴实

真理，不断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打铁必须自身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生特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共产党人要推翻资产阶级

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

在革命过程中，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

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要实现这一使命，共产党人就必须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只有不断地同各种传统观念实行最

彻底的决裂，才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传统观念的核心是私

有制观念，这是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形成和积淀起来的，不是短时间就能彻底决

裂的。这种艰巨性就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



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自我革命，炼就“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功夫，

培育和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品格，才能为实现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而

不懈奋斗。

马克思、恩格斯虽有进行自我革命的党的建设思想，但真正形成一套比较完

整的加强党的建设、进行自我革命的理论，是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逐渐明

确起来的。列宁的党建思想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党的建设进行自我革命

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很重视党的建设。邓小平指出：“在井冈山时

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

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

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我们党的党建理论就是在毛泽东的党建思

想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从党建维度而言，就是一部勇于刀刃向内的自我

革命、不断炼就“打铁必须自身硬”功夫、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历史。

百年党史，有六次最具历史意义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

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

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百年党史，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不断前行，我们党至少有六次具有里程碑意

义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第一次是 1927 年八七会议。这是党在早期探索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危急关头

的一次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

但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对主导北伐战争的国民党领导集团政治警觉不够。

1927 年北伐胜利进军时，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屠杀大量革命群

众和共产党人。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湖

北汉口召开会议，检讨党的工作，批判大革命后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

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

要思想。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我们

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

义运动的力量。会议制定的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重新鼓起同国

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自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艰巨使命的

伟大征程。

第二次是 1935 年遵义会议。这是在极端危急关头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

一次自我革命。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湘江战役伤亡空前惨

烈。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博

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毛泽东的发言不仅对他们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进

行了深刻分析，而且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

取的方针。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仍由朱

德、周恩来指挥军事。2 月初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举行会议，政治



局常委再作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

上的帮助者。3 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附近的苟坝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

东提议，重新成立“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以周恩来为团长，成员

为毛泽东和王稼祥。遵义会议以来的这些重大决策，在长征濒临绝境时挽救了党

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党就在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领导下，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

利。

第三次是延安整风运动。这是党在抗战时期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从思想上批

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一次

自我革命。遵义会议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但一直

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有鉴于此，加强党的建设，解决

党内思想矛盾，批判党的历史错误，克服不好的思想意识，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

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就非常必要。它既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

误倾向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具有深远意义。它的直接成果，就是既

为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理

论基础，也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

础。

第四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践行“两个务必”思想的整风整党运动。在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谋划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提出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思想，作为执政警钟。新中国成

立后，党中央践行“两个务必”思想，1950 年下半年开始，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1951 年春开展整党运动，为党在全国执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进行教育；这年底，党中央又决定将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与整党结合，严

肃批判与处理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受贿等腐化堕落行为。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从严处理了号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开启了从

严治党、清廉治国的良好风气。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首次刀刃向内的自

我革命。

第五次是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社会

主义。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

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实现从“两个凡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

历史性转变。全会还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

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

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981 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个

决议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

严重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



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

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胜利。”

第六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自我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的伟大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以雷霆万钧

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坚持“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党中央严肃查处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腐败变质的领导干部和重大案

件，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校正了党

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

题。它在理论上将对党的建设规律认识提到新高度，在实践上深得党心民心，更

加巩固了执政基础。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

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

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

造和锤炼自己。党要兴要强，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远在

路上。



首先，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既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决定了它肩负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先锋队的特质永

不变色，要实现肩负的多重历史使命，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先进民族之林，就必须以更大的韧性、付出更多的艰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

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其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决定的。我们党执政的基础

和力量的源泉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只有党风正，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共产党。坚

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不断炼就“打铁必须自身硬”功夫，就是要

不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随时纠正脱离人民群众的不良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使党的事业始终拥有

不竭的力量源泉。

再次，这是由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的长期性决定的。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之道。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破

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加以解决。邓小平早就指出：“开

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

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

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



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既然如此，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就必须

永远在路上。

最后，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队伍的新陈代谢、更迭流长的要求决定的。我们党

百年华诞，从千年使命来说，还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小伙；从自然年轮而言，不

能不说已历经沧桑。它的队伍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这是自然规律使然。

对老党员要不断教育，使之与时俱进，活力四射；对新党员尤其要加强教育，使

之牢固树立革命的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炼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

只有这样长期坚持下去，一代一代地接力进行，中国共产党才能永葆先进性，永

远不忘初心，既做到“营盘”始终是“铁打的”，也让源源不断“流水的兵”革

命青春常驻。（石仲泉 作者系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摘自中纪委网站仅

供学习，不代表编者意见）

小故事大道理--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喜欢用生动的故事来传情达意。这些故事

充满中国智慧，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一起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给党员干部的

5 个廉政故事，从中体会为官之道。

正考父“三命而俯”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

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

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

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

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

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

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 6 月 28 日）

【解读】正考父的谦虚低调、清正谨慎，犹如一道对权力诱惑的思想防线，

确保了个人不逾矩、权力不越轨。习近平讲述“三命而俯”的故事，意在提醒广

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像正考父一样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把自己位置

放低一点。

“亡国之音”的警示

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不理朝政，后来隋军南

下，其军队不堪一击，陈叔宝被俘病死。他所作的诗《玉树后庭花》被后人称为

“亡国之音”。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五题·台城》中写道：“台城六代竞豪

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抗战胜利后，国民

党接管了很多地方，大搞“五子登科”，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彻底丧失了人心，

最后很快就被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赶跑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 1

月 22 日）

【解读】正所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历朝历代，奢靡之风兴盛都是衰

败的前兆。以陈叔宝“亡国之音”警示骄奢淫逸的危害，以“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提醒坚守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告诫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借古警今、借诗言志，让党员干部

对作风问题有了具体而深刻的理解。

霸王别姬

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

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就可能出

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讲话》（2013 年 7 月 11-12

日）

【解读】习近平从党的执政基础和生死存亡高度看待作风问题，强调事业成

败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他以“霸王别姬”的故事警示党员干部，不解决好作风

问题，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情时刻。

张伯行《却赠檄文》



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

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

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

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

以作为一面镜子。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 年 3 月 18 日）

【解读】以张伯行的行止事迹说明，小事小节是恪守廉洁的第一道防线，良

好作风是在小事小节中建立起来的。习近平全文引用《却赠檄文》，警醒全党谨

记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道理，因为“大多数腐败分子是从不注意小事小节逐步走

到腐化堕落境地的”。

杨震四知拒金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东汉人杨震做过荆州刺史，后调任为东莱太守。他

去东莱上任时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职荆州刺史时举荐过的官员。王

密听说杨震路过，为报答当年提携之情，白天空手去见了杨震，晚上则准备了十

斤金子想送给杨震。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

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后很惭愧。杨震为官清廉，

有老朋友、长辈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说：“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

子孙，我用这个留给他们，不是也很丰厚吗？”这就是一种觉悟。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 年 1

月 6 日）

【解读】因为“四知拒金”的故事，后人称杨震为“杨四知”“四知太守”

“四知先生”。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

讲觉悟、有觉悟。有了觉悟，觉悟高了，就能找到自己行为的准星。”他讲述杨

震“四知拒金”、把清廉留给子孙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觉悟对一个人立身立业

立言立德的重要意义。有觉悟方能辨是非、明公私，有觉悟方能养正气、祛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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