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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理论十分丰富。仅就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就可

以看出 ,这些理论初步回答 了我国当前 民主政治建

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回答这些

问题.时 ,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坚持与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既需要发展先进生

产力 ,又需要发展先进文化、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增 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一 书

中,继承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 ,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 ,对我国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对倡导和弘扬崇高精神提出了一系列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对 于加强和推进我国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

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 ,而且要实现社

会的全面进步、全面发展。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的共同进步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江泽民同

志指出,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 ,

缺少任何一个方面 ,社会就是畸形的 ,也不可能健康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

态 ,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

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 ,

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上 ,而且表现在

思想文化方面 ,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

上。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 ,两个文明都搞好 ,才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告诫我们 :必

须充分认识到 ,两个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 ,

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何情况下 ,

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

展。他批评那种认为只要物质条件好了,精神文明

自然而然地就会好起来 ,而物质条件差 ,精神文明就

不可能搞好的错误观点 ,指 出,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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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俱进的精神 ,提 出了新的论断。只要我们坚持政

治体制改革 的正确目标 ,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

个根本政治制度 ,坚持把民主扩大到基层 ,我们就能

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推进一步。

样 ,都是我国现代化的基本 目标和主要任务。必须

把两个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作 为统一的奋斗目

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硬 ,才符合社会全面

进步的要求。

二、精神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

科技革命化的新时代 ,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 ,不仅包

括经济实力 C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 ,也

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国 家

要独立 :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 ,思 想文化上也

要独立。一个民族 ,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 ,没有高尚

的民族品格 ,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

界先进民族之林。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弱 ,不仅

要看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快慢 ,更要

看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水平。因此 ,一

个民族 ,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 有

物质和精神都富有 ,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

凝聚力的民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就是

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 ,是综合国力

的重要标志。从这一战略的高度 ,江泽民同志强调 ,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

运 ,关系到中华民族 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全党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 江

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集中精力

抓经济建设的同时 ,始终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作为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国家前途和命

运的重大问题 ,倾注了极大的精力 ,把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了21世纪。

三、精神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精神动力

朱祥全(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副教授)



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笔谈

虽然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实现是在共产主义社

会 ,但随着我国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它

已经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要

求c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 ,其 内容

既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还包括精神文明。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针对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深人发展所引起的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

数荡和影响 ,针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

璧中,市场活动的缺陷和消极因素给人们思想带来

葑负面影响 ,江泽民同志强调 ,经 济越发展 ,物 质生

活水平越提高 ,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

建设。他指出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 ,既要着眼于人

民现实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同 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

民素质的提高 ,也 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虐这人的全面发展 ,同 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

人灵韧质文化生活 ,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我们必

丁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同时 ,加 强社会主义

清括文明建设 ,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肓夫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着力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不 断

≡富 阝、们的精神世界 ,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培

荞芎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

Ⅸ∮莛进人的全面发展。

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紧密联系 ,互 为条件、

三肯≡妁。

我门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既重视物质生产在社

全土襄中的决定作用 ,同 时也充分肯定精神力量在

`忙
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在一定条件

t.屑湓可以变物质 ,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

方童:t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目标的社会

主丈淆神文明 ,反 过来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强文葑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 ,强 大

万厝泅广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的发展 ,而且可

j啶一定妁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

扭贡灭乏与精神文明 ,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两种相互

象系
=钅

大成果 ,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两个密

乞在芙芝组成部分。它们互为条件、互为 目的。他

迂一步瓯萌 ,物 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

条忤私实跤经验 ,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

矢信呷≡力和智力支持。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 ,人

心聂夏。精神振奋 ,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事业就会全

面兴盛。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 ,人心涣散 ,经济建设

和其他各项事业也难 以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既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 目标 ,

也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没有

精神文明的进步 ,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动力 ,经济发

展 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 ,我 们必须高度重视精神

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政治对经济的巨大反

作用 ,在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把物质文明建设好的同

时 ,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更加突出的

地位。

五、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

崇高的精神能够使人心凝聚 ,精神振奋 ,能够使

一个民族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 ,使

一个国家成为昂扬 向上、团结奋进的国家。伟大的

事业需要并产生伟大的精神 ,伟大的精神支撑和推

动着伟大的事业。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 ,一个民族 ,

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 自己的精神支柱 ,就等于没有灵

魂 ,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 民族之所以能

够
“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
于世界 民族之林 ,之所

以能够不断发展和繁荣 ,是 同这种精神力量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 ,这个民族精神 ,是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

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在艰巨的创业时期 ,伟 大的创

业实践 ,需要有伟大的创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江

泽民同志指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积极探索、勇于

创新 ,艰苦奋斗、知难而进 ,学 习外国、自强不息 ,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 ,同 心同德、顾全大局 ,勤 俭节约、

清正廉洁 ,励精图治、无私奉献 ,这些都应该成为新

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 ,所要大加倡导和发扬的

创业精神。

思想道德建设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江泽民同志谆谆告诫我们 ,必须认识到 ,如

果只讲物质利益 ,只 讲金钱 ,不讲道德 ,人们就会失

去共同的奋斗 目标 ,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他强调 ,

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为 社会保持 良

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要通过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

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

品鼓舞人 ,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

主义思想 ,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等腐朽思想 ,增 强全国人民的民族 自尊心、自

信心、自豪感 ,激励他们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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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

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使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在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途上 ,始终保持奋

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

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中所系统阐述的
“
三个代表

”
重

要思想 ,回答了作为一个已执政 50年的政党 ,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

个基本问题 ,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依据
“
三个代表

”
的思想 ,当前党的建设的核心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 ,就是要使党的纲领、思想、组织、

作风、基础和队伍始终要以其科学性而具有先进性 ,

使党成为能
“
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

”
的先进

政党。而要保持党的先进性 ,关键是要使党建工作

做到求实、创新。

一、求实创新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时代发展

的需求。

求实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 ,这是马克思主义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 ,是毛泽东、邓

小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思想灵

魂和成功根源。创新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能否保持活力的决定性因素 ,是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与马列主义之间既一脉相承 ,又 独具特色的

根本原因。求实创新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其 中求

实是基础 ,创新是升华。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

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着

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党建思想和通过整风解决党的

思想路线问题的党建形式 ,“ 三三制
”
的民主政权结

构 ,人 民战争的军事原则 ,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工作重

心转移的思想 ,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的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思想 ,党的建设的思想和邓小

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等 ,都体现

出既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现

实的深刻了解和紧密结合 ,又有在这一基础上对马

列主义和既有经验的继承、升华和发展。历史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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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和精神支柱 ,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培育和弘

扬民族精神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形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精神动力。

实说明 :一个政党不求实 ,将 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

罚 ;而不创新 ,将会丧失先进性、丧失生命力。

二、求实创新是
“
三个代表

”
思想的核心内涵。

“
三个代表

”
思想回答了新时期如何建设一个

先进政党的历史性课题 ,集 中体现了社会发展对党

的根本要求 ,求 实创新就是其核心内涵。对一个执

政党而言 ,客观规律(社会趋势、人心向背是政权能

否巩固和延续 ,政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党对
“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
“
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
”
和

“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的代表 ,正是遵

循客观规律、顺应社会趋势、符合人心向背的求实反

映。
“
先进

”
、
“
发展要求

”
、
“
前进方向

”
等表述 ,也

正说明这种代表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不是落后

的而是科学的,不是站在历史和人民的后面而是站

在时代最前沿的,是创新的体现。在
“5.31讲话

”

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党 的先进性 ,“ 必须放到推动

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 ,

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

察 ,归根结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

用
”
。这种

“
实际作用

”
,就是党在贯彻落实

“
三个代

表
”
思想的过程中,在 求实的基础上 ,通过创造性的

思维与工作去取得实际的成果 ,在求实创新的
“
执

政为民
”
实践中去体现党的先进性。

三、求实创新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基本原则。

《讲话》从党的思想路线、党的阶级性质和阶级

基础与群众基础、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的干

部队伍建设、党的作风建设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新时

期如何建设党的问题 ,每一方面都针对新时期党建

工作的实际 ,在理论和具体作法上提出了许多创造

性的新思维、新观点 ,体现着求实与创新。对党的思

想路线 ,《讲话》强调
“
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

坚持求实创新 永葆党的先进性

陈万松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