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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政治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 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必然要求。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征程中,中国的发展也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以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类风险

挑战接踵而至。 就衍生机理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风险的特征主要有其本身的“双面性”“客观

性”、其衍生的“多源性”“潜在性”、其防范的“长期性”“可行性”。 此外,政治风险的衍生既有部分党员

干部政治信仰动摇、失去理想信念等的“内源性政治风险”;也有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大国竞争泛意识形

态化等的“外源性政治风险”。 根据梳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风险的主要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政

治建设方向偏移的风险”和“政治建设效果欠佳的风险”两个方面,以及“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政

治信仰迷失”“政治制度弱化”以及“政治根基被动摇”“政治能力有欠缺”“政治生态被污染”六种表现形

式。 对政治风险的防范首先要明确“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逻辑起点;从“准确感知”
“科学预测”“协同防范”三方面建立应对系统;以“强化系统治理” “完善法治体系”保障“严明政治纪

律”,涵养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以“筑牢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 “提升政治能力” “发扬斗争精神”来

“夯实政治教育”,保障思想信念坚定不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与现代性不断推进的有机统一,而
现代化必然是伴随着风险与挑战的,而且离实现现代化目标越近,要面对的风险和挑战越多。 在伴随风

险与挑战的现代化道路中,应常怀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对政治风险

的研究与防范,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政治生态;政治建设;政治安全

中图分类号:D61;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4)06-0121-17

12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6 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

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 “于安思危,
于治忧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当代共产党人应当常怀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积
极主动防范风险、发现风险、消除风险” [2]236。 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更应当意识到,“离
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越近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就越多、更大” [3] 。 其中,政治风险作为根本

风险,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重大任务,是涉及到国家主权、政权、制
度和意识形态稳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我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

党” [2]15,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保持解决政治风险这一难题的清醒与坚定,就是始终警惕政治风险,
同时“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 [2]5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与总体要求,为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擘画了蓝图,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决定》中 15 次提到“政治”,反复强调要“沿着正确政治道路前行”,“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
“健全政治监督”,“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完善党的建设制度

机制”,《决定》在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总体部署中就如何防范政治风险指出了

具体方向[4] 。

一、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前沿与热点,对政治风险的研究则是当前党建研究的重点课

题之一。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政治风险研究的综述性分析既有利于加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

政治风险研究的系统认知继而为本研究提供必要参考,也有利于梳理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
(一)相关学术研究史

本研究有两个主题: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二是政治风险。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研究集中于五个方面:(1)中国式现代化的演绎历程及源流研究。 马敏

就“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及“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等内容系统阐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5] ;秦
宜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艰难起步、初步探索、开辟、深化与拓展四个方面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

辑[6] ;董慧从唯物史观角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流及内涵特质[7] ;蒋英州、王创宇从中国式现代化历

史起点讨论其主要内涵及使命[8] 。 (2)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性研究。 丁志刚、熊凯基于中西方现代化

差异,从主导力量、价值追求、结果导向、道路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9] ;张艳娥从生成依据、结构

依托、内在层次、时代要求四个方面,通过团结奋斗话语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讨论[10] 。 (3)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韩庆祥、张健详细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个坚持” [11] ;张三元从自我革

命的重要性入手,强调应当坚持自我革命,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推动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2] 。 (4)中国

式现代化的经验意义研究。 程赞、吴俊从中华文明、中国实际、人民理念、策略方法、人类文明等方面分

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13] ;严安林、洪志军从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层面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与国

家统一之间在理论内核、历史脉络等方面的关系[14] 。 (5)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下的相关研究。 张震、袁
周斌对中国式现代化中法治体系与方略展开研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性支撑作用[15]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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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田探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生成以及文化选择三个方面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文化建设展开研究[16] 。
其二,政治风险相关研究学术史梳理则相对复杂,这主要是因为“政治风险”概念在较多学科都有

运用,且释义较多,尚无明确定义。 至 2024 年 4 月 4 日,中国知网以“政治风险”为篇名可检索成果

1
 

640 篇,其中将“政治风险”作为经济类学科概念(工业经济、企业经济等)的占比大于 70%(约 73%),
作为政治类学科概念的占比小于 30%(约 27%)。 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政治风险”这一概念的

政治类学术研究体量较小,亟待加强。 目前国内相关学术成果主要有三类:(1)党中央关于防范政治

风险重要论述研究。 武文爽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和现实

依据,从必要性、主要表现、有效路径三点系统论述了主要内容及时代价值[17] ;吕庆春结合习近平总书

记对于政治建设相关论断,从党的政治领导、忧患意识、政治能力、政治生态四个方面展开讨论[18] ;许
门友、刘超从内在逻辑、主要内容、价值意蕴三个方面探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理论

和策略[19] 。 (2)对政治风险整体性及历程研究。 贺佳提到在转型期中国政治风险呈现出了显著特点,
应当深入推进政治风险治理的顶层设计及机制建设[20] ;汪大本回顾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

从初探、探索、完善到创新深化的百年历程,从核心起点、防控过程、力量源泉三点总结经验启示[21] 。
(3)防范政治风险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 王林林、双传学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探讨了政治风险

“平向驱动”“纵向级联”“内外交织”“隐潜显现”四方面诱因以及“时与势”“存与变”“内与外”“防与

攻”四方面防范之道[22] 。
综上所述,防范政治风险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同时也引出了一些

发人深思的问题。 一方面是政治风险这一概念的认知体系还没有系统论述,对于政治风险尚无立足整

体的系统把握;另一方面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防范政治风险的研究还亟待深入。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治风险

什么是“政治风险”? 在经济学领域,政治风险一般以经济作为概念主体,将政治因素看作是资本

市场风险的来源之一,强调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对企业或经济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 本研究中“政治风

险”,又称政治安全风险,是立足党和国家,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稳固的政治学概念。
是主要包括政权风险、制度风险、政局风险、政策风险和对外关系风险等诸多风险的一种客观存在的风

险,是政治安全受到各种不良因素影响,并将引发政治危机后果的可能性。 防范政治风险是党的政治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确保党的政权稳定、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政治前

提[23] 。 从 2018 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防范的主要范畴,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党的领

导和国家安全体系建设,“防范政治风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过

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

主流叙事所带来风险的绕道而驰,是对走西方现代化老路必然触发的一些政治风险的有力防范。 在讨

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治风险的衍生与防范之前,须知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化理

论”所带来政治风险的有力反击。 西方“现代化理论”流行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是一种低度发展国家

如何发展成为高度发展国家的社会变迁理论。 在数十年的不断检讨、批判后,社会学家们发现,与其称

其为理论,倒不如称其为一种“西化主义”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这个理论潜移

默化地影响了许多非西方社会的政府官员与知识精英,为这些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推进作出西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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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绑架、西方标准的控制、西方模式的诱导。 似乎西方建立起来的“近代工业社会”道路才是“进步的”
“美好的”,是全世界现代化的“模范”,而后发展国家只能系统、持续地学习西方国家的范式,走其老

路。 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出现的数十年后,许多非西方国家未曾进入“现代”,却已尝尽生态污染、经济

波动等种种“现代化”的苦果。 如何防范这一非西方国家都要面对的风险? 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提出

与全面推进给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中国方案。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在党的二十大以后达到了新的历史高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成效显著,中国式

现代化话语体系得到了初步的建构,这是对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沉重一击。 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

进“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

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
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24] 。

但同时,西方现代化理论出现数十年,依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部分党员干部走错路、走掉队,潜
移默化地受到西方现代化理论影响,下意识将西方建立起来的近代工业社会作为思考的方向,不加批

判地接受其所谓现代化理论,最终成为西方现代化的拥趸,不知不觉中走上西化主义的道路。 实际上,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与全面推进,正是中国共产党超越和反制西化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步骤,同时,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防范政治风险也是我党常怀忧患,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风险的衍生机理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 [25] 。 事实上,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性风险都

具有双重意义,带来了效益与新的机会的同时也潜藏着阴暗面,两者相伴共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

转化。 这要求我们在面对政治风险时,一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以饱满的精神

和高昂的斗志,将政治风险防止于未然;另一方面,不应消极看待政治风险,而是应当积极、勇敢寻觅其

背后潜藏着的种种新的可能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语境下,对于政治风险的探究与防范,应当

从其衍生的特性入手,剖析政治风险衍生的深层机理。
(一)政治风险及其衍生与防范的特征

1. 政治风险具有双面性、客观性

一方面,政治风险具有双面性。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各种事物都包含着内

在矛盾性,矛盾双方对立统一,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政治风险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会滋生出不利

于政治稳定的重重挑战;另一方面政治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内在催化剂和原

动力。 如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面对各种政治风险或者诱发政治风险的各种风险源,解决

效果不理想,势必会影响执政地位的长期稳固。 如果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政治风险时,都能够化险为夷,
并且为了能够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推进自我革命,那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势

必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增强,永葆生机与活力。
另一方面,政治风险具有客观性。 风险社会是人类进入工业、后工业社会必然具有的特征。 20 世

纪 80 年代,西方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
“全球化趋势引发了全球性危害。 它跨越国界,不为某个阶级专属,并带有新的社会的政治动力” [26] 。
政治风险作为风险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其客观性不言自明,是各个国家、各个政党都要面临的挑战。 无

论是在西方“西化主义”的现代化语境下,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随着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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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风险不断滋生,政治风险作为其中的根本风险,对政治风险

衍生及防范的研究是永恒的课题。
2. 政治风险衍生具有多源性、潜在性

一方面,政治风险衍生具有多源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

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要警惕“非政治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 [2]222。 政治风险作为上层风

险,一旦发生将会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科技领域以及社会领域等各个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时,
各自领域的风险如未得到及时消解又会转化为政治风险,彼此间发生“联动效应”或受国外风险影响

发生“倒灌效应”。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风险的传播速度以及影响范围被无限

加快和放大,政治风险的地缘性被极大削弱,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领域的风险都可能引发政治风险。
另一方面,政治风险衍生具有潜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发展的过程,就是可能性和现实的

辩证统一。 可能性也是广义的现实的形式主义,是一种内在的、潜在的现实” [27] 。 潜在的可能性危机

在当前或下一个阶段不一定会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但却往往成为现实可能性的前提和先导。 政治风

险亦是如此,潜在的可能性政治风险一般状态下表现得极为隐蔽,只有当政治秩序中的矛盾双方表现

为冲突的状态时,潜藏的政治风险才会突然爆发。 比如全球性新冠疫情,一些国家由于政策应对不当,
引发经济、社会等危机,政府公信力下降,潜在的政治风险被激发,最终形成严重的政治危机。

3. 政治风险防范具有长期性、可行性

一方面,政治风险的防范具有长期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风险只能提前防范或事中、事后化

解,不可能一劳永逸消除。 当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1] ,包括金融、数字、粮食等方方面面的技术或者产业结构正在或亟待进行迭

代、升级,其中潜藏的安全问题会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滋生,并逐渐衍生为

政治风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有变革有动荡,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

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

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28] 。
另一方面,政治风险的防范具有可行性。 政治风险虽然客观存在,也有着多源、潜在、长期等特征,

但是绝非无法防范,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还可以转化为我党强肌健体的养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工作,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规

律性认识,不断完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机制体制,实行了一系列对防范政治风险行之有效的

措施。 随着反黑反腐、保护未成年人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党中央为我们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决心。 尤

其是在我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下,在我党政治理论不断完善、政治建设科

学化进程不断推进下,党的政治风险总体上被置于可控的境地[29] 。
(二)内源性政治风险的衍生

从国内来看,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不容忽视我国仍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亟待解决,如果不能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会有激化国内政治风险的可能性。
1. 个别党员干部渐忘初心、失去信仰引发政治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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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 [30] 。 党员干部是我

党深入群众、直面群众的形象代言人,是我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 有的党员干部在跟随我党前进

步伐时可能会在路上停下来不再前进,有的走错路,有的乃至于叛变党组织。 党员干部“走散走丢”,
会严重影响我们党的形象,形成滋生政治风险的隐患。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下,依然还有个别党员

干部心怀侥幸、顶风作案,走上违反党纪法规的道路。 如果不及时“刮骨剜肌”去除这些党组织身上的

“毒瘤毒疮”,就有“毒素”进一步蔓延的风险,有可能浊化党组织“面貌”、钝化党组织“感官”,造成严

重的后果。 在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大量公共资源需要领导干部经手分配调管。 党员干部权力大、诱
惑多,可能会使一些政治信仰不坚定、立场不牢固的党员干部逐渐“变质”:有的变成人前正义凛然、人
后无“油”不刮的“官油子”;有的在严厉的监管之下抱着“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心态,无所事事

地混日子、摆样子,“为官不为”,庸政懒政。 这些“走散走丢”的党员干部往往会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恶
化党群干群关系、传递污浊政治风气,衍生出严重的政治风险,严重阻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2. 个别党员干部立场不牢、权责失衡引发政治风险

近年大老虎频频落马,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证明了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 对于党

员干部来说,权力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发展的“工具”,但“香饵之下,必有悬鱼”,古往今来,追逐

权力忽视责任,一直都是造成政治风险的重要源头。 在现代化的道路之中,党中央推进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策略,向基层放权赋能,激发了基层组织的活力与动力,产生了良好的效益。 但

权力的下放,也让一些政治信仰不坚定、政治立场不牢固的党员干部,将党组织赋予的权力私用乱用,
把权力变成中饱私囊的手段。 有一些则热衷于“圈子文化”:有的“拉山头”“树山旗”“立山门”“当把

头”,有的“寻靠山”“拜码头”“投帮主”“找老大”“攀高枝”“串小门”“喝小酒”“打小牌”“传小话”,搞
人身依附。 “立场不牢、权责失衡”滋生“圈子文化”,“圈子文化”反过来又会滋生更多“立场不牢、权责

失衡”的党员干部,形成恶性循环。 如此一来,往往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踏实工作的党员干部辛

苦付出,而投机钻营分子“坐收渔利”,引发政治生态浊化的风险。
3. 个别党员钻法治体系的漏洞、空子引发政治风险

当前我国全面依法治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法治中国建设擘画了新的蓝图。 完善的法治体系

可以严密监管权力高效、具体实施,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的作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政治风险防范的视域下,须知法治中国建设的道路任重道远,法治体系必然会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然而法治体系问题也是执行力的问题,好的体系不落实、钻法律漏洞的问题依旧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

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科技不断发展,新技术、新领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虚拟货币、网
络支付、区块链、AI 技术引发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逐利潮,对我党政策应对能力、我国法治体系及时应对

各种漏洞的能力,以及领导干部执行力形成挑战。 为此,必须防止别有用心之人找寻权力监管体系中

的漏洞,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 尤其是在新技术、新产品不断产生的大环境下,新型行贿受贿方

式也在不断滋生,比如交易虚拟货币、收受虚拟财产、收受干股、委托理财、收送彩票、假借真送等,相关

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同时,也要防止有的领导干部不按照法规条例和规章制度办事,对规章制度“重
制订”“轻落实”,将其“说在嘴上”“停在纸上”“挂在墙上”,这往往会导致政治风险大量滋生。 因此,
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意识,加强权力监管,完善法治体系,强化系统治理,将那些小部分党员干部“变
质”的可能性提前掐灭,让他们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前消除政治隐患,防范政治风险的衍生。 同

时,完善法律的公正立法、司法、执法体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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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源性政治风险的衍生

政治风险有很多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

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31] 。 近年来,由于西方经济增长停滞、
通货膨胀持续加大,国际局势向更加纷繁复杂的方向演变。

1. 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下的政治风险

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是外源性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以数字化、信息化为代表的人类文明

形态演进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政治领域的不安定因素。 第一,一些敌对势力偷偷发起“颜
色革命”,攻击党的制度基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的活动,严重危

害我国政治安全;一些国内右翼势力与外国反华势力勾结,大肆鼓吹西方“多党政治”和西方资本主义

制度所谓的“优越性”,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用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

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刻意抹黑,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敌对势力使用惯用的意识形态攻击,推行“普世价值”,想要“把人们思想搞

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 [2]42。 别有用心发布虚假错误舆论,“目的是搞乱我们的思想、搞垮我们

的制度” [2]40,妄图借用互联网“扳倒中国” [2]36。 尤其是一些敌对势力利用其西方互联网话语权的相对

优势,以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攻击中国的意识形态,污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三,敌对势力使用分裂主义的伎

俩,“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非” [32] 。 “港独”“疆独”“台独”势力与敌

对反华势力沆瀣一气,严重威胁我国国家统一、政治稳定、领土完整,严重损害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2.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潜藏政治风险

一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经济市场的动荡势必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 当前中国乃

至全球经济增长与国际经济环境已密不可分。 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会长时间存在,单边主义、
零和博弈、极限施压愈演愈烈。 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严重扰乱了全球市场竞争机制,企图压制、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而为我国政治安全问题带来更多不

确定因素,引发政治风险。
二是世界科学技术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国家企图用技术制裁遏制中国的崛起。 21 世纪以来,

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与美、日、欧盟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 这引发了一些国家的焦虑,以美国

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我国展开技术封锁以及各方面的制裁,给我国发展

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此外,网络安全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始终存在,信息泄露、黑客攻击等问题频发,
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如果不加以防范,则最终会上升

为政治风险。
三是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出现了新的范式,建立起了新的现代化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立起

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等跃升至世界前列。 但也需要注意

到,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过程中时刻产生着新的风险,“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社会思潮”“代际

更迭” [33]等方面都面临着更为复杂、更为敏感、更为艰巨的新挑战。 即使每一次改革我们都精心策划,
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最终上升为政治风险。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风险的主要表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治风险可以归纳为“政治建设方向偏移”“政治建设效果欠佳”两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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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治领导”“政治信仰”“政治制度”“政治根基”“政治能力”“政治生态”六个最易引发政治风险的

内容。
(一)政治建设方向偏移风险

1. 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的风险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力强弱直接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效。 政治风险

能否被顺利化解或规范,最关键还是要看执政党能否在风险爆发前后发挥“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
掌舵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关论述中指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

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 [34] 。 在部分组织单位内部,
忽视、模糊、弱化党的领导的问题依旧不容忽视。 有的党员干部私下故意诋毁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与贡献,攻击、污蔑、丑化党的形象;有的肆意放大事实甚至捏造“故事”、数据,夸大腐败,质疑党

的能力;还有的不顾历史事实,歪曲中国共产党带领的人民革命史,无限放大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革

命、建设、改革中的弯路。 这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派,将我党的优秀革命领袖像神一样顶礼膜拜,不
容许他们犯错、纠错,其本质用意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造思想混乱,动摇、扼制中国的发展。

2. 政治信仰迷失的风险

政治信仰决定着党的思想根基和精神灵魂,关系党、国家及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意识形态是

政治信仰的表现形式,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 [35]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之所以能够战胜一次次挫折,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
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

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36] 。 在党中央三令五申之下,个别党员干部的

理想信念不坚定的现象依然存在。 有的并不真心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伟大理想,认为那是虚无

缥缈、难以企及的海市蜃楼;有的表面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背地里却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

托,背弃共产主义,遇事即烧香拜佛;有的受多元意识形态———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文化复古主

义等错误思潮影响,出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尊孔崇儒”论等歪风邪说;有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说成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还有的党员干部追求感官享受,丧失理想信念追求,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 政治制度弱化的风险

政治制度建设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有学者认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制度特色就是“独特的政党制度和优越的社会制度” [37] 。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余年来一直重

视制度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积极应对快速增长的经济和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各种风

险挑战,不断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 [38] 。
因此,防范政治风险必须重视政治制度的安全,“深入认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深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须知,在这些根本问

题上,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39] 。 要坚定“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

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5] 。 目前,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受三种力量的侵蚀: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威胁他

们政治安全的异类,企图通过和平演变使中国发生颜色革命;二是一些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国内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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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到处散布诋毁我国制度的言论,甚至与西方势力勾结;三是个别党员干部制度意识弱,制度执行力

差,没有将我国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甚至起到负面作用。
(二)政治建设效果欠佳风险

1. 政治根基被动摇的风险

“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 [40] ,一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最主要来自

社会成员给予的社会支持和认可。 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自身的价值特色,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这更加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7] 。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人
民群众的拥护是其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面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敢于出击、面对人民

群众急盼解决的各种问题敢于承诺、面对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问题敢于决断。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41] 。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

人民来实现” [10] 。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 但目前忽视“人民力量”“人民主体”“脱离群众”,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仍然时有发生:个别党

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主仆关系错位,大搞官僚主义做派;有的“政绩观”错位,专注形象工程,或者故意

“刷”无效 GDP,忽视人民利益;有的“以权谋私”,一边采购天价物料,收取回扣,一边嘴上高呼“以人民

为中心”;还有的在决策上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忽视人民群众蕴藏的巨大智慧。
2. 政治能力欠缺的风险

党员干部作为国家机构履职的主要领导力量,其履职能力的高低也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

要因素。 政治能力的不足,会导致党的治理效能低下,执政合法性不足。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政治

能力是党员干部的首要能力,也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 “把握方向、把握大

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就是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42] ,干部的政治能力越

强,党的各项大政方针贯彻落实得越彻底、民心民力聚集得越紧实、困难攻克得越顺利。 党的十八大以

来,随着党建工作得到了全力推进,大部分党员干部“依法执政本领”“狠抓落实本领”“群众工作本领”
等诸多政治能力都得到了较大提高,信念、责任、担当、作风等方面政治素养得到了较大增强。 但是,个
别干部的政治能力还是存在一些不足。 譬如,在政治本领方面,有的干部政治敏锐度和政治鉴别力不

高,患有“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 [43]的政治麻痹症,对一些引发政治风险的隐患认识和

研判不到位;有的干部学通、弄懂、悟透党中央精神的能力较弱,导致在贯彻党的各项大政方针中“打折

扣”;在政治素质方面,有的干部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喜欢明哲保身,抱着“不做事就不出事”的态度敷衍

了事;还有的干部政治斗争精神不强,发现问题后不知如何处置、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等。
3. 政治生态被污染的风险

政治生态是指政治行为体与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运行的环境与状态,而一个国家

的政治状况往往受制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 因此,政治生态也就成为引发政治风险的关键因素。 在我

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行为主体,其形象与作风理应成为影响政治生态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

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

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3]18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环境已经大为改善,但一些政治生态

乱象还未完全清除。 主要有:政治文化方面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码头文化等;政治纪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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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滥用权力、骄奢淫逸、拉帮结派、“投桃报李”等;选人用人方面的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
情干预、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 在党中央大力查惩下,此类问题频频浮出水面,不少“大老虎”“小苍

蝇”被连根拔起,但如此三令五申之下,还有小部分领导干部心存侥幸、顶风作案,拉拢、诱惑意志不坚

定的“中间派”,错误引导党员干部的新鲜血液,对清明政治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风险的防范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高度警惕

‘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2]213。 世界在进

步,国际竞争愈演愈烈,不进即为退。 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 “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6] ,对
此必须多角度、全方位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多维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防范政治风险的路径

优化。
(一)明确防范政治风险的逻辑起点

1. 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是战胜风险挑

战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政治风险作为各种风险之首,其偶然性的特征使其防范任务

的艰巨性和紧迫性,需要党中央及时果断地做出决策,更需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亦提到,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

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4] 。 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遏制”
“打压”和“围堵”的政策,猖獗发动意识形态进攻,为中国发展制造困难与挑战,引发政治风险。 这使

“坚持党的领导”成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的首要前提。 目前,对坚持党的领导

认识模糊的问题依然存在,成为影响政治风险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总揽全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各领域;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发挥党的组织优势,不断提高党的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团结动员全党全社会为改革开放贡献智慧和力量;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力量;健全学习制度、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

习内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奋发向上、团结拼搏、高效务实的坚强领导集体。
2.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中国

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9。 人民是我党执政最大的底气,人民立场“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2]40,是我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决定》同样提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

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

民共享” [4] 。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3]70。 在新的历史方位,继续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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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满不满意、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不答应是检验我党工作成效的衡量标准。 党员

干部要积极向群众请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接地气、通民情才能摸清工作的难点与重心。 对待

懒政庸政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要加大惩治力度,深化机关效能建设,同时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听

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分析和查找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并切实加以解决,形成人人负

责、人人干事和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良好氛围。
(二)建立防范政治风险的应对系统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

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2]10。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党防范政治风险应当主动建立健全

防范政治风险的应对策略,“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
防范能力” [2]213。 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防止非政治

性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
1. 准确感知: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党员干部必备的政治素养,是能准确研判尚处于萌芽状态政治风险、
准确辨别政治上真假善恶的能力。 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就是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

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最终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

患。 党员干部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

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 [3]223。 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的到来,为准确感知政治隐患带来

了新的挑战,“高级黑”“低级红”以政治隐喻、网络新名词等新形式出现。 这要求党员干部以及网络安

全监管单位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素养,时刻紧绷政治之弦,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学习,提高明辨是非的能

力。 可以利用大数据网络,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保证对全局的感知,加强对相关内容信息的管制,
坚决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

2. 科学预测:强化大数据思维提高风险预测能力

“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 [2]213。 对政治风险除

了积极防守,还可以通过把握形势变化主动预测,占据主动地位。 新时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现代化在带来安全问题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机遇。 要充

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强化大数据思维,提高风险预测能力,在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的同时,及时制止其向

政治风险的转化。
3. 协同防范:建立一体化平台推动业务互联互通

古人云:“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意思即团结众人的力量,就没有战

胜不了的难题。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各国家、各组织、各
学科、各单位、各区域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政治风险要坚定“众人拾柴火焰高”,建立健

全集中统一、开放共享的一体化平台,满足各单位对于信息的即时需求,面对风险挑战时反应灵敏、协
调高效。 目前一些政法机关由于缺乏统筹规划,落实中出现有先有后、地区分散、管理方式迥异、业务

能力不一等问题,导致各部门之间信息周转冗杂,使问题的处理被迟滞,增加了风险的防范成本。 因

此,应当在法律规定之下,最大化地建立信息共享、业务相通的一体化平台,将信息开放共享常态化,使
不共享成为例外。 风险的协同防范可以形成“拉动效应”,推动政治风险防范向积极方向发展。 在信

息化、网络化的浪潮下,一体化平台呈现了新的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业务开展的时空限制,破除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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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内外融合难、上下对接难等问题,体现出极大的优势和便利。 而大数据的前提就是开放共享,这也

对一些技术保守、观念守旧的机关单位提出了挑战。
(三)以严明政治纪律涵养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严明政治纪律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尺度,是政治生态的检验标准,是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的

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 [3]132 要对党内规章制度进行梳理补充,让政治

纪律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执纪必严,树立制度的权威性。 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指向,“从思想

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44] ,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
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首先应当主要从强化系统治理方面着手,不断优

化实践路径;同时也应注重党内法规的践行,完善法治体系,运用法治思维优化政党治理、协同治理以

防范政治风险。
1. 强化系统治理:实现制度优化与制度执行的有机统一

当今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国内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面临的政治风险无处不在,中国式现代

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要强化系统治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决定》亦提到,要加强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

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制度建设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
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 [4] 。 首先,不断完善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纪

委和监委(监察局),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其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22] ;积极推动干部严格按照制

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提高各项工作能力和水平[45]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正确处理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

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1] 。 最后,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密

切联系、密切配合。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从大国责任、大国作用、大国行为上为新时代的全球治理贡献

力量———在构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中承担大国责任,在重大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以
实际行动建设新型大国,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

2. 完善法治体系: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决定》亦提到,“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
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 厉行法治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方式,也
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根本保障之一。 完善相关法规,建立防范机制是化解政治风险的根本保证。 首先,
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 应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不断修订和完善与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党提

高风险防控能力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持续深化制度建设,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推进新任领导干部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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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谈话、领导干部谈心、廉洁自律情况巡查、领导干部问责等制度的实施。 应加强反腐败的立法力度,
抓紧制定反腐败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国家机关编制法、重大决策程序法、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完善

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完善配套法规,特别是加强地方性法规建设。 其次,建立防范机制。
及时召开风险研判、评估会议,深入分析风险来源、产生原因以及发展趋势,评估风险等级,对等级较高

的风险要做到早察觉早防范;要畅通信息传输渠道,随时上报各基层收集的风险信息,落实“零报告”
制度;要建立组织工作风险研判长效机制,明确防范化解风险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对出现负面舆情,或
者导致重大事故、突发事件的,要从严追究责任人。 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应当:强化执规意识,明
确失规同于失职,切实担负起执行党内法规的政治责任;压实执规责任,明责知责、履责尽责、考责问

责;提高执规能力,学习宣传党内法规,严格执行;坚持执规必严,严肃查处违反党内法规的各种行为。
(四)以夯实政治教育保障思想信念坚定不移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党对政治风险的防范,应该结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从思

想保障路径方面下功夫———坚持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政治方向,筑牢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提高政治

能力、发扬斗争精神。
1. 筑牢政治信仰: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增强政治定力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深厚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

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1] 。 因而,要认真学习马列经典、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各类优质书目,多吸“理论之氧”,补足“精神之钙”,并
结合实际问题领会理论奥义,将理论活学活用以解决实际问题。 要加强“五史”学习教育,尤其是加强

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奋斗历程中坚定信念的教育。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

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不同时期的党史故事学习,回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不懈拼搏

的奋斗史,“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
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46] 。 党员干部要积极主动用科学的理论保

持头脑的清醒,才能在各种风险挑战中把稳“思想之舵”,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大是

大非面前时刻保持警惕,自觉做到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恪守政治规矩,增强政治定力。
2. 站稳政治立场:夯实群众根基

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力量源泉,也是党有效防范政治风险的内在根源。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不难发现,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将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维护人民的利益,始终是

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党每每遭遇政治风险,最终都能化险为夷

的内在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

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2]331。 夯实群众根基,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掌握群

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为我们履行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二是要坚守人民主体的地位,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与期待,紧紧依靠人民,提高人民群众的风险防控意识,广泛动员群众、组织

群众、凝聚群众,让人民群众成为防范政治风险的生力军;三是要接受人民检验。 党的方针政策、党的

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好坏必须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要切实站稳人民立场,厚实党的执政基础,为党防

范政治风险筑牢社会根基。 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到基层调研,与人民群众座谈,了解真实情况,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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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期所盼所求,不断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解难事、做实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放在了

重要位置,着重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4] 。 从完善收入分配制

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几

个方面作出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4] 。
3. 提升政治能力:提高政治站位

政治能力是党员干部的第一能力。 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和政治领悟力。 战略思

维能力使人站在更高的角度、用更长远的眼光思考问题,最终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把握事物发展总体

趋势和方向。 这要求使用科学理论用关系事物的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眼光观察、分析问题。 提高政

治领悟力则要求强化理论武装,学懂弄通,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将理论结合实践,融会贯通。 学习领

悟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坚定不移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始终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风险鉴别力和政治判断力,始终保

持高度的政治敏锐力,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端倪,从复杂现象中抓本质,并坚定政治立场

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努力做到面对风险挑战时能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政治能力是在斗

争中锤炼出来的,党员干部要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

性、战斗性”,校正立场,涵养正气,汲取政治智慧,提高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同时,敢于到基础

差、矛盾多、条件艰、环境杂的地方去,敢于斗争、敢于碰硬,提高应对风险挑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4.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不断夯实斗争基础,提高斗争本领。 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和攻击,要敢于“亮剑”,善于斗争。 要认真系统

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新观念、新知

识,掌握互联网这一重要工具,不断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网络斗争的业务能力;要敢于在互联网和国

际舞台上发声,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利用西方国家的种族矛盾、社会矛盾等揭露西方虚

伪的“人权、自由和民主”;要善于同那些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论、
不当行为作斗争,始终坚持把正确的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到网上网下、内宣外宣等各项工作和各个阵地。

五、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

‘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
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 [23] 。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应
常怀忧患,视风险挑战为机遇,不断在风险防范中进步,将风险挑战转换为强肌健体的养料。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机遇与新挑战相伴共生,为中国政治安全问题带来更多不

确定因素,尤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遏制中国”和“打压中国”的方针意图遏制中国的发

展。 同时也应注意到,党和国家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收入差距、民生、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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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政治素养等诸多方面还存在问题与挑战。 这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站
在全局谋划的高度,明确防范逻辑、建立防范系统,将涵养政治生态与坚定思想信念相结合,从各个领

域提高管控和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提高党对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政治建设必须始

终坚持“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格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

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核心。
锚定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应当以“钉钉子精神”坚定不移、久久为功。 用实劲、

连续钉,以强大的力度夯实党的建设,将政治风险防患于未然,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

理效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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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ical
 

security
 

is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national
 

security.
 

Preventing
 

political
 

risks
 

and
 

safeguarding
 

political
 

security
 

ar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chieving
 

new
 

victories
 

in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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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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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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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a s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coexistenc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and
 

unpredictable
 

factors
 

are
 

increa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rivative
 

mechanis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risk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inly
 

include
 

its
 

own
 

double-sided
 

and
 

objective
 

nature 
 

its
 

derivative
 

multi-source
 

and
 

potential
 

nature 
 

and
 

the
 

long-term
 

and
 

feasibility
 

nature
 

of
 

its
 

prevention.
 

In
 

addition 
 

the
 

political
 

risk
 

is
 

derived
 

from
 

the
 

endogenous
 

political
 

risk
 

that
 

some
 

members
 

and
 

cadr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ake
 

their
 

political
 

beliefs
 

and
 

lose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and
 

the
 

exogenous
 

political
 

risks
 

such
 

as
 

rapi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widespread
 

awareness
 

of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According
 

to
 

the
 

review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political
 

ris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aspects 
 

the
 

risk
 

of
 

devi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isk
 

of
 

poor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ffect.
 

Vague
 

political
 

leadership 
 

lost
 

political
 

belief 
 

weakened
 

political
 

system 
 

shaken
 

political
 

foundation 
 

lack
 

of
 

political
 

ability 
 

and
 

polluted
 

political
 

ecology
 

are
 

the
 

six
 

manifestations.
 

To
 

prevent
 

political
 

risks 
 

we
 

must
 

first
 

clarify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uphold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upholding
 

the
 

people s
 

dominant
 

position 
 

establish
 

a
 

response
 

system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accurate
 

perception 
 

scientific
 

prediction 
 

and
 

collaborative
 

prevention 
 

strengthen
 

systematic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rule
 

of
 

law
 

system
 

to
 

strictly
 

enforce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cultivate
 

the
 

political
 

ecological
 

atmosphere 
 

stabilize
 

political
 

belief 
 

stand
 

firm
 

in
 

political
 

position 
 

enhance
 

political
 

ability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nsure
 

unswerving
 

ideological
 

belie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organic
 

unit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is
 

inevitably
 

accompanied
 

by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closer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the
 

more
 

risks
 

and
 

challenges
 

to
 

face.
 

On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accompanied
 

by
 

risks
 

and
 

challenges 
 

we
 

should
 

always
 

bear
 

in
 

mind
 

the
 

sense
 

of
 

crisis 
 

seriously
 

implement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strengthen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of
 

political
 

risks 
 

and
 

ensure
 

the
 

ruling
 

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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