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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谱系之首、革命精神之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红船精神与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在理论上高度契合、在逻辑上相互贯通，主要体现在历史使命一致性、价值导向同一性、文

化渊源同根性、目标主体重合性。新时代，以红船精神引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三重逻辑。即：以

开拓创新意识为依托的方法逻辑，以奋进实干精神为引领的实践逻辑，以“现实的人”为中心的主体逻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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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Boat spirit is the first in the pedigree of Party building spirit and the source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red boat spirit and the 
second Centennial goal are highly consistent in theory and logical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sistency of historical mission, the identity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identity of cultural origin and the coincidence of target subjects. Leading the new centur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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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 of logic and the third year of struggle, that is: the method logic based on the conscious-
ness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 practical logic led by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the 
subject logic centered on “rea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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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1]红船精神作为建党精神谱系之首，是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生动展示，在引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中具有关键作用。当前，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进入新阶段、迈向

新征程。如何在当前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转型升级，是党在现代化

建设道路上必然面对的价值选择。 

2. 耦合：红船精神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逻辑 

红船精神作为建党精神谱系之首，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强大的精神动力，注定要引领完成近

代以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2]。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继续成

功的前进方向、发展目标的总体规划。红船精神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两者在历

史使命、价值导向、文化渊源、目标主体上耦合相连、一脉相承。 

2.1. 历史使命的一致性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首次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

就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定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义无反顾担负起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历史使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详尽阐述了未来发展目标，

是新时代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阐述，是新征程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明灯。我们应大力弘扬

红船精神，为引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事实证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既是弘扬红船精神的内在追求，更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所要完成的重要使命任务，两者历史使命

具有一致性。 

2.2. 价值导向的同一性 

红船精神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人民办实事，坚持广大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红船精神

是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树立的价值理念，更是我们新时代红船精神重要的价值导向与本质特征。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从人民实践活动中来，到指导人民实践活动中去，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让人民

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当代价值遵循。红船精神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都强调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都是为中华民族前途奋斗的家国情怀的彰显。弘扬红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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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价值导向具有同一性，能够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与

精神力量。 

2.3. 文化渊源的同根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为强大的文化根基。红船精神

带有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所积累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准则的深刻印记，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缩影。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阶段性目标与规划，

其制定和提出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它所具有胸怀天下的崇高情怀、求真务实的理论内涵、天人合一的发

展理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汲取。红船精神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文化底蕴上同根同源、

一脉相承，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底蕴色彩和价值内涵。 

2.4. 目标主体上的重合性 

古语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百年红船能航行至今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广大人民群

众是红船精神的目标主体，红船精神的三大内涵均围绕人民群众而展开。在红船精神的引领下，党领导

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在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代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出了

突出贡献。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同样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广大人民群众是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价值主体，更是完成这个目标的实践主体。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围绕人民现实生存而展开，在解

决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中得以实现。只有牢牢把握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路

上才不会偏离方向，误入迷途。红船精神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目标上具有重合性，均是围绕广大人

民群众而展开。 

3. 溯源：红船精神三大逻辑的历史渊源 

红船精神的本质要义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饶”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3]，三大内涵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

分别对应体现了方法、实践和主体三大逻辑。 

3.1. 方法逻辑：勇于革命、不断创新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对早期党员群体在革命探索实践过程中勇于革命、不断创新

精神品质的提炼升华[4]。他们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在探索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组织

领导工人运动并成立工会。在他们一次次探索实践中，找到了科学理论的指引，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共

产党的成立也标志着早期党员群体最先领导广大群众走上了中国革命新道路。此后，党员群体在实践中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革命、建设首创性的措施，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迈向了绝无仅有的新阶段。这一

系列探索可谓开天辟地、敢为人先，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前行方向，体现了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开创

性，是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独一无二的创举。勇于革命、不断创新的方法逻辑正是对早期党员群体

身上这种敢为人先、与时俱进高尚品格的概括总结。 
回顾百年峥嵘岁月，正是凭借着这股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压迫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带领百姓迈向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在勇于革命、不断创新的方法逻辑的引导指示下，我们顺利完成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之际，方法逻辑启示我们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

争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引领者与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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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践逻辑：脚踏实地、接续奋斗 

红船精神所蕴藏的“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对早期共产党员群体追求革命真理、为实

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接续奋斗精神状态的概括升华。“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5]在国家危

亡时刻，早期党员群体不拘泥封建教条束缚，而是选择不知疲惫地探索革命真理，以求进步。在思想转

型过程中，他们找到了中国革命领导力量——坚持和坚信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三次论

战中，他们明确了人生目标——为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

路上，他们收获了可贵的精神品质——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接续不断地向人生最高理想迈进。脚踏实

地、接续奋斗的实践逻辑正是对早期党员群体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维护马克思主义真理精神品质的

凝练升华。 
正是凭借着这种不断奋斗和脚踏实地的猛劲，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推行了改革开放、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奋斗精神蕴

含了脚踏实地、接续奋斗的实践逻辑，正因为有一批批这样百折不挠、扎实肯干的奋斗者，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才能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才有机会接续完成。方法逻辑启示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信念，鼓足干劲、脚踏实地，接续奋斗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3. 主体逻辑：以人为本、为民服务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是对早期共产党员群体建党实践活动中以人为本、无私付出

优良品质的提炼升华。可以说，在当时一穷二白、封建落后的中国，早期开展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都离不

开早期共产党员群体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以陈望道、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党员，他们舍弃了优越的生

活条件，选择为共产主义事业隐姓埋名而奉献一生。在实际的建党过程中，早期党员群体始终选择把维

护和实现无产阶级利益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敢于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奉献一切，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

了自己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崇高信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主体逻辑正是对早期党员群体积极投身

于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维护党和人民利益崇高品质的提炼总结。 
从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毛泽东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邓小

平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发展理念再到习近平所讲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6]
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秉持着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群众观，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以

人为本、为民服务的主体逻辑启示我们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波澜壮阔的历程中，要坚持把人民放

在心上，密切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4. 实践：红船精神引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三重逻辑 

从方法论层面上讲，红船精神蕴含方法、实践、主体三大逻辑，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动力导向。新时代，红船精神的三大逻辑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提供了具体的价值导向和方法指引。 

4.1. 方法逻辑：以开拓创新意识为依托的谋篇布局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要想改变世界，必然要有开拓创

新、敢拼敢闯的精神品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国进入新的历史节点对改变旧貌、焕发新颜的时代

宣告，要想顺利完成“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转型升级，我们需要勇于革命、不断创新方法逻辑的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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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除旧布新，制定新行动指南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在浙江南湖一艘红船上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将来建党工作

的具体安排，其中包括建党纲领以及目前工作任务等，还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机关。

回顾红船会议召开过程，不难发现它是一次有组织有目标有规划的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

《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为其后建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行动纲领与理论指南。迈入百年新征程，

我们需制定一份崭新、科学的行动指南，规划落实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去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我们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建议》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开创性提出了百年新征程的新目标、新举措，为党领导全国人民

夺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新方向、提供新引擎。该份《建议》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布局指挥起

草制定，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纲领性文件，更是今后多年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

康稳定发展的科学指南。 

4.1.2. 弃旧图新，坚持新战略布局 
党的一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指明了共产党的性质、目标、发展方向等，

但它在很多方面直接引用了共产国际纲领的内容，是一个不完整、不全面的纲领。1922 年，共产党派代

表出席了国共一大，从而接触到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随后召开的中共二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

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8]由此可见，党的纲领的完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而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路线图，其形成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初步提出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巩固完善于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四个全面”第一个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变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常态的创新之举，是我们顺利完成两个百年目标之间更新换代、

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我们务必要坚持好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4.1.3. 破旧立新，坚持新发展理念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当时中国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知识分子指引了新的方向，我国民主革命

道路有了新的理念指导—马克思主义。1919 年 10 月，李大钊分别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七号、第八号

上刊登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篇文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内容与三个理论基础，是

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该文章的影响下，一大批爱国青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正确不正确，先进不先进，从根本上决定了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十九届

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全文贯穿一条清晰主线——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

展理念，五大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引。其中

我们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党在编制五年规划建议以来首次将创新摆在各项规划任务

的首位。我们应当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将其贯穿到未来规划发展全方位和全领域。 

4.2. 实践逻辑：以奋进实干精神为引领的发展道路 

恩格斯曾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7]他立足于实践批判了唯心主义者怀疑和否定人认识世界可能性的错误观点，从而指明了实践的重要性。

要想发挥好红船精神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力导向作用，我们需要脚踏实地、接续奋斗实践逻

辑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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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与“世”俱进，搭建合作共赢国际关系 
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是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首次成功合作的典范，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共产国际

代表马林作了很多工作。1921 年，马林在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取得了联系，经过沟通协调，马林建议

早期共产党员应尽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此外，来自莫斯科的维金斯基还秘密在上海组织

成立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为一大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积极推动了二大的召开[8]。由此可见，从建

党之初开始，我党就十分重视国际合作交流。进入新时代，我党应继续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秉持合作共赢、与“世”俱进的外交理念，与多国建立友好伙伴关系。这是中

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选择，更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国际经济政治秩

序朝着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的正义之举。 

4.2.2. 立足国情，主动谋划筑牢经济基础 
1919 年，李大钊在掌握工人群众实际生活情况后提到：“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

本解决。”[9]此时的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员意识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开始组织成立产

业工会，调动广大工人群众通过暴力革命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谋划筑牢无产阶级自身的经

济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门槛，谋划好经济基础尤为重要。建党百年来，

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蜕变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进入十四五规划新时

期，我们应坚持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强基固本，谋划筑牢经济基础。 

4.2.3. 审时度势，推动“两个大局”良性互动  
红船会议是在遭受到了法租界搜查之后被迫转移到南湖红船上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是以王会

悟为主的早期革命群体在紧急情况之下的明智选择，该次转移保留住了中共一大重要与会成果，体现了

早期共产党员群体审时度势、锲而不舍地接续奋斗的崇高品质。总书记曾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但时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决心和信心所在。我们应该理性、

辩证看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准把握世界格局、国际形势、外交关系的变化对我国发展的深远影

响，强化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双联通、双循环，充分发挥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引领实现更高

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推动“两个大局”实现良好互动[10]。 

4.3. 主体逻辑：以“现实的人”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是人民意志坚实的捍卫者、引领者和践行者。红船形象地描

绘了党与人民的密切关系，人民是湖中之水，党便是水中之船。只有真正做到依水行舟，才可以真正得

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离不开以人为本、

为民服务主体逻辑的指引。 

4.3.1. 走进人民，关照人民现实生存 
1920 年 5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一文动员工人反对剥削、为争取自

身权利而斗争。陈独秀更是亲自深入到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他曾会见织袜女工吴莲溪并帮助她们成立

了织袜工会。在“南陈北李”号召下，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房，走进工厂，与工人并肩战斗。早期建

党经验告诉我们，要想组织发动群众，就先得走进人民群众，了解百姓现实需求。建党百年以来，党在

编制各项方针政策、落实各项决策部署之前，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基层，展开实地研究，掌握了解基

层第一情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往贫困县、贫困村实地考察，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带领

人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切实履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庄严承诺。在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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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首个五年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走进人民、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制定新规划。 

4.3.2. 组织人民，引领人民思想意识 
早期共产党就一直注重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多次尝试带领人民追寻真理、解放思想。在组织

开展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早期党员群体的一系列活动遭到了当时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恐慌，他们

反对一切改变现状的革命运动。为引领人民思想、巩固革命成果，早期党员群体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围绕

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展开了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马

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人民的思想也进一步得以解放。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完成之际，我

们应立足社会现实，抓住建党百年关键时间点，组织开展好一系列庆祝表彰活动以及党史宣传教育活动，

从而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共产党、走进共产党、热爱共产党，为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提供广泛群众基础。 

4.3.3. 服务人民，满足人民生活需求 
中共一大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

对工人的领导，注意在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中发展党员，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维护无产阶级的利

益。在该决议的指引下，早期党员积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牺牲奉献一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风雨兼程，访贫问苦，实际调研了解群

众生活需求。在新的历史阶段，要想满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我们需要在就业、教育、社

保、税收、公共服务等方面同时发力，完善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第二百

年奋斗目标则需要建设比小康社会更加全面系统的社会，即美好社会。美好社会的建成同样需要我们党

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11]红船，从波澜壮阔的建党百年历程中驶来，是

中国党建党精神谱系之首；红船，终驶向第二个一百年奋进新征程，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价值导向。

当下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时期，我们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继承弘扬好以红船精神为首的建党精神，赓续党员精神血脉，让

红船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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