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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何聚坤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开封 ;<=>>?）

摘 要：J> 世纪 !> 年代末至 X>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损

失。其根本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没有解决好执政党建设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

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正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不断向前发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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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论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 !>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三个

代表”的重要思想及其科学内涵，科学地回答了“建

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是在以邓

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回答了“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之

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在

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把“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笔者认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面临的新课

题

?!;!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的诞生，社会主义也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恩

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深刻分

析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

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封建社会代替

奴隶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后，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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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

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进入 #$ 世纪后，%&%’ 年

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人类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到 #$ 世纪中

叶，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

主义国家先后建立。

但到了 #$ 世纪 !$ 年代末 &$ 年代初，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

诺骨牌顷刻间就垮掉了。应该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而后来的垮台则是完全

可能避免的。但可以避免的事情居然发生了，其中的

原因值得研究和总结。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

发生后，一些学者把它作为“#$ 世纪的历史之谜”加

以研究。有的学者认为，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是多重

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而在诸多的因素中，西方

“和平演变”的得手和这些国家内部把“改革”变成“改

向”是两个重要的直接原因，政治经济体制僵化造成

经济发展缓慢和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是两个深层次

根源，指导思想上背离和抛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根本

教训 ( %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

面：一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道路；二是没有解决好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最终导

致丧失了执政资格。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 多年历史，可以

把其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马克思主

义诞生到 #$ 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时期

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自国家的具体实践结

合起来，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

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个时期是从 %&%’ 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及 #$
世纪的 *$ 年代东欧、亚洲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

先后建立到 #$ 世纪末。在这一时期，世界上社会主义

国家共同面临和需要解决的是两大课题：首先是要找

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

路。其次是解决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使执政党始终

保持先进性和执政资格。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应该承认，从 %&%’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到 #$ 世纪

*$ 年代，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建立，正是这些国

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较好结合的结果。但是，革命成功以

后，其中许多国家机械地照搬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

社会主义模式，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既没有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更没有解

决好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造成经济发展缓慢，没

有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

“改革”的过程中又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指

导思想上背离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再加

上执政党自身的腐败和决策失误等一系列问题，使执

政党失去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同时，又由于外部西方

“和平演变”攻势的加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就成了

时代的必然。

# 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探索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

重大挫折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了考

验，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状态，令世界瞩目。从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的 !$ 年来的实践看，尽管在革命和建

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样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

误，致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可避免地遭受过这

样那样的挫折。但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之处是能够

及时地从挫折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坚持做到与时俱进

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

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怎样坚持、巩固、建设和

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

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始

终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早在 #$ 世纪 *$ 年代

初，毛泽东同志就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以

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宝贵思想，开始了对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

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道路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取得了极其宝贵

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完成这一重任的使命历史地落在

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肩上。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特有的革命胆略、政治

智慧和理论创新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地解决了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在我党的历

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课题，科学地构建

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继承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理论是中国共

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

结合过程中的第二大理论成果。

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

集体始终都高度重视。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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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敌对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感到无可奈何的

同时，又期盼我们失败，他们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

不能马上治天下”。我们党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对中

国共产党的“治国能力”和能否长久执政表示怀疑与

担心。#$%" 年 & 月，黄炎培先生受邀到延安访问时，

根据历史的更迭和国民党兴衰的经验教训，曾向毛泽

东同志提出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周期率问题。

接管北平后，傅作义先生也提醒我们：国民党取得政

权后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

’( 年、%( 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甚至有一些朋友

更加直言，“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对此，毛

泽东曾乐观地说：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

难得没有办法。在回答黄炎培先生的担心时，毛泽东

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

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 +。在中国共

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郑

重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

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

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

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

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

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

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

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

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

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

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

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 ’ + 毛泽东的这些话不幸而言

中。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暴露后，毛泽东痛下决心

坚决果断予以严惩，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几十年

过去了，*( 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上形成的良好党风

和社会风气，人们至今难以忘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

路的同时，高度关注我们党的建设问题。在 #$!$ 年的

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待时明确指出：“常委会的

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

不行了。”) % +从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

集体一直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作为最关注的首要问题。

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为加强党的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不断的

探索。#$$( 年 ’ 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加强

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 年 $ 月，党的十四

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全局性问题，

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要求。这就是：

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要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

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如

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

代领导集体，在一系列党的工作会议和一些重要讲话

中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如强

调领导班子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素质和能力。从

*((( 年 * 月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重

要思想到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系统的阐述，

是在邓小平同志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之后，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又一根本问题，这是对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

论的创造性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同样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新贡献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

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度过了最为动荡和困难的时

期。面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各国共产党和左翼政

党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理想和价值取向。它们普

遍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挫折和

反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没有过时，只有社会主

义制度才能使人类进入理想社会，并开始了对适合本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新探索。“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将会对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起重要的启

迪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 # - 只有做到“三个始终代表”，才能长期保持执

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资格。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别

人强行向我们输入什么，我们也从来不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人，各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来

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毫无疑问，“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在探索和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实践中的又

一次理论创新，其着眼点在于办好自己国家的事情，

解决好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问题。但是，目前世界上的

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

何聚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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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如何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真正肩负起本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因此，对于这些社会

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同样需要按照“三个代表”的

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要使

自己的党成为本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就必

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经

济；要使自己的党成为本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

表，就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

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要使自己的党

成为本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就必须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只注意物质文明建

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不能

协调一致；如果只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放松物质文明

建设，生产力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从而也就不能建成

真正的社会主义。即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取得一定成效，如果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没有搞好，

丧失了先进性和领导资格，失去了党的领导权，就会

造成社会的无序和动乱，反过来影响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

& # ’只有做到“三个始终代表”，才能抵御各种风

险，经受住各种考验，立于不败之地。尽管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但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

“和平演变”战略，他们时刻梦想着把世界上所有的社

会主义国家都“演变”掉，正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

的，对他们来说，“反共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个信

仰”。因此，只要世界上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他们就

不会放弃反共的信仰，就不会放弃他们对社会主义国

家采取的“西化”和“分化”的策略。但是，搞不搞“和

平演变”在西方，变与不变在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在社

会主义国家内部，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面对

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环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如

何提高自身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

风险能力呢？也只有紧紧抓住本国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这三个根本，并始终成为这三个方面的忠实代表，

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失误，

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立于不败之地。

& ( ’ 只有做到“三个始终代表”，才能跳出由兴到

衰的周期率。从世界历史看，所有的剥削阶级在取得

统治地位以前到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

某种意义上都曾起过“代表”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

展，它们无一不是逐步走向反面，成为阻碍先进生产

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反动阶级，站到了人民的对立

面，导致朝代和政权的更迭。因此，能否始终代表先

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代

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对社

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不能做

到“三个始终代表”，也必然会由兴而衰。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恰恰印证了这一结论。从俄国十月革命胜

利到苏联解体，苏联存在了 )% 年，苏联共产党资格最

老，执政历史最长，而目前世界上现存的社会主义国

家，包括中国在内最长的也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历

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未来。对于目前世界上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正在经受着这个周期

率的挑战。要真正跳出这个周期率，长久保持执政党

的先进性和执政资格，使社会主义江山长盛不衰，必

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并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

政党，通过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教训的认真反思，及

时吸取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党建设方面的

有益经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自国家

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就一定能

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

路，就一定能把执政党自身建设好，就一定能实现世

界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复兴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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