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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命

李君如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此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

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三个执政阶段:

一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阶段, 二是在过渡时期的全国执政阶段, 三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

全国执政阶段。根据中国共产党漫长的执政实践,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是重视民心、民

主、民生。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最根本的是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抓好经济

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从自在执政走向自觉执政,其关键在于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还必须正确地处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

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 (人民群众 )、执政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围绕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大体上有三个层次的历史使命:一是在 21世纪

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二是在 2020年,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全面小康 的社会。三是从 2011年开始, 要为实现

十二五  规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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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们庆祝了新中国成立 60周年,

201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 90周年。在这个

时候, 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

命,很有意义。但是, 这个问题是个大课题, 涉及

面极广,这里只能就一些主要问题谈几点个人看

法,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的特殊性

和执政经验的丰富性

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命,

必须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有一点认识。这不仅

是因为执政经验来自于执政实践, 来自于执政的

历史实践,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

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此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执

政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执政历史特殊在

哪里?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 1949年夺取全

国政权,在全国范围执政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

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 1949年至今的

执政史。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具有独特的

历史和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经历了从局

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过程。由于过去我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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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党史,主要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

史 ( 文化大革命  时期以所谓党内路线斗争史代
替党史,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 而对于党在革命根

据地的执政史研究不够, 其原因即在于没有认识

到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

全国执政的发展过程。

局部执政,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

执政。众所周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 创造性

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的革命道路。这条在当年被称为 农村武装割

据  的道路, 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党领导的人民武

装,二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三是党领导的人民政

权。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 创

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 1927年 11月建立了

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 ! ! ! 茶陵县工农兵政
府; 1928年 5月建立了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

维埃政府。 1928年 1月, 还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

的 ∀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对于在根据地建

立红色政权提供了规范性的文件, 推动了井冈山

地区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在 1929年 1月毛泽

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

的过程中, 1930年 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

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特别是在开辟中央苏区的

过程中, 1931年 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召开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了 ∀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这是与国民党政府在性质上根本不

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现在我们的人民

政权及其各大主要部委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制

币厂等,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建立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说, 当时中国出现了国

民党南京政府和共产党瑞金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

局面。两个政权都宣布自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

的,但两个政权的行政管辖能力都到达不了对方

控制的区域。也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

地已经是执政党了。以后,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

延安特区政权机构,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华北人

民政府,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掌握的政权。我

们把这种政治现象,称为 局部执政 。
毛泽东曾经从哲学上论证过这种政治现象,

称它是事物在量变到质变过程中发生的 部分质

变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就是从部分质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就是我们所

说的 全国执政  , 即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

执政。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又经历了

两个大阶段:一个是 1949年到 1956年在新民主

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执政; 一个

是 1956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 包括改革开

放前后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由于这两个社会发

展阶段的社会性质特别是其经济基础、阶级状况

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政权在性质和承担的

任务上也不相同。

因此,考察我们的执政历史, 自 1931年瑞金

苏维埃政权建立至今,我们经历了三个执政阶段:

一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阶段。瑞金时

期、延安时期、华北政府时期党在根据地执政, 都

属于局部执政。政权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政权。

二是在过渡时期的全国执政阶段。这是

1949年到 1956年, 全国解放后到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前这一阶段, 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

渡时期,我们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建立了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家。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划出来? 因为从

社会性质来讲,这一段我国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也叫作从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其社会性质和 1949年前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和 1956年后的社会

主义社会也不同;从经济基础来讲, 这一段我国存

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存在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

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

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阶级

状况来讲,这一段我国还存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

争,敌对阶级除了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在

土地改革完成前还存在地主阶级, 人民内部存在

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

产阶级这四大阶级,这四大阶级一直到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前都还存在。因此, 这一阶段很特

殊,一方面, 我们党已经在全国范围执政,建立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民民主

专政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 政权的

性质依然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

三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国执政阶段。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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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我国的经济基础

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剥削阶级作为严格

意义上的阶级已经不存在,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

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政权的性质

也就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权。

搞清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 全面、系统地

研究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

研究局部执政与全国执政的区别和联系, 对于我

们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包括总结我

们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的经验教训,进而研究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大有好处。

首先,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可以使我

们进一步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而

政权的性质是伴随着社会性质、社会经济基础、社

会阶级状况的变化而变动的。比如同是在全国范

围执政,国家也都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但在过

渡时期由于政权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之

上,政权性质就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进入社会主

义社会后,我们的政权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之上, 政权的性质就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权了。

其次,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可以使我

们认识到政权的中心任务与政治发展的阶段性任

务相联系。民主革命阶段各个时期的革命政权,

中心任 务是 动 员广 大群 众 参加 革命 战

争  。[ 1] ( P136)
与此同时, 革命政权要重视经济工作,

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时候,写下的 ∀必须注意经

济工作 #、∀我们的经济政策 #、∀关心群众生活, 注

意工作方法 #等著作, 对此有重要的论述。在过

渡时期,政权的中心任务同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

相一致,一方面要发展生产, 包括 1949年到 1952

年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和 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

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要领导阶级斗争,包括领导

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

社会, 本来党和党执掌的国家政权都应该把经济

建设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但其间出现了 以阶

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观点, 并发生了阶级斗争扩

大化的错误,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不过,尽管有这

样的问题,当时的政府还是致力于经济建设的。

再次,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可以使我

们认识到民主政治的性质、形式及其特点必须同

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相适应。在民主革命阶

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属于新民主主义

政治。它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种是人民大革命

的形式,即党领导人民开展群众性阶级斗争包括

武装斗争同反动派争民主; 另一种是在根据地的

人民内部推行的民主政治, 包括依法进行的民主

选举和民主协商等等。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

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包括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

权,包括召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等等; 另一种是以革命的形式实行的

民主, 即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让人民群众成为生产

资料的主人,同时又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

买政策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

社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性

质的民主政治, 其形式本来应该是人民内部依法

实行民主,但由于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以 革命 的名义破坏了人民民主的正常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

回顾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艰

辛历程,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60年以来的执政实

践,可以说是波澜壮阔, 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经

历了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和曲折的认识过程。我

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可以说,不

论是经验,还是教训, 都是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获得

的,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们党自改革开放以来, 已经在许多场合从

多方面总结过我们的执政经验。其中,分量最重、

影响最大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

和十二大以后历次党代会的总结。近期对党的执

政经验作过全面总结的, 主要是十六届四中全会

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决定#,其中第二部分讲的就是 五十五年来党执

政的主要经验  , 一共讲了六条: 一是, 必须坚持

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

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二是, 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

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三是,

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四是,必须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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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肉联系;五是,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六

是,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

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十六届四中全会

总结的这六条执政经验,很系统、很深刻、很到位,

应该根据中央的要求 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丰富

和完善  。[ 2] ( P273 ~ 275)

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依据党执政的历史过

程及其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 来研究和总结我们

党的执政经验。

1 根据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漫长实践,

我们认识到党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执政, 其基

本经验是重视民心、民主、民生

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一道理在中国

共产党的实践中再一次得到了证明。中国共产党

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漫长实践,有一个历史

转折点,这就是 1947年 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宣言 #中提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的口号
[ 3] ( P1236)

和中共中央在 1948年 4月 30日发

表的 五一 口号。
[ 4] ( P1)

在著名的 五一  口号中,

最重要的是第五句口号: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

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意
味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成熟了。这

个条件,不仅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的战

场上掌握了主动权,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心所

向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根本变化。在

1947年 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 十二月会议  

上,毛泽东专门分析过 政治方面, 人心变动了。

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  。他说, 这

个问题长时期内没有解决, 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

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

人心, 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 直到抗战胜利以后

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 5] ( P822~ 823)

这个人

心向背问题,是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撕毁停战协

定和取缔民主党派活动、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

地改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出现的社会动向。因

此, 五一 口号一提出, 就得到各个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响应, 最后通过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第一条就

是要得民心。

民主。怎么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

新中国? 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已经提出。在党的七大,毛泽东代

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 ∀论联合政府#,讲的

就是要通过民主的道路, 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当时, 毛泽东所讲的 联合政府  也好, 民主  也

好,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但由于国民党不仅没

有接受这一反映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

反而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 因此在解放战争的战

场形势发生有利于人民的转变后, 中国共产党在

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考虑的一个核心问

题就是未来新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

权。他对这个问题的考虑, 非常深入。在 十二

月会议  上, 他认为人心向背问题有利于我们, 并

不等于我们就能够夺取政权。他说,人民不喜欢

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

理论上是成立的。他明确提出, 这里的一个重要

问题, 是要采取正确的政策, 巩固和发展统一战

线。按照毛泽东的思路, 就是要通过统一战线建

立新中国, 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新政权。这个

统一战线  是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及其追

随者, 但包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换句

话说, 就是要通过人民民主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

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五一  口号集中体现了毛

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这个建国思路。 1948年 9月

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 九月会

议  上,毛泽东提出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人

民民主专政。用 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概念来取

代过去的 工农民主专政  , 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不仅仅是

工农, 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  。[ 5] ( P859)
在

五一  口号发表后,中共中央在同民主党派的协

商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整套民主建政的构想,

包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

织长期存在;政权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而不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国家制度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联邦制;等等。西

方有些人歪曲我们 枪杆子里出政权  的思想, 污

蔑我们是依靠枪杆子支撑的极权制度。他们完全

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是因为我们的敌

人手中不仅拿着枪杆子, 还用这个枪杆子屠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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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 作为

一个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党, 在战场上取得决定

性优势的时候并没有凭借枪杆子的力量独霸政

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

取民主的方式,共同来建立新中国。因此,总结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

民主, 实行民主。

民生。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

家,人民群众最热切的愿望,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

后的面貌, 改变广大人民群众贫苦的生活状况。

在中国实行民主, 决不能离开民生空谈民主。这

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人

心,就在于围绕民生推进民主, 依靠民主解决民

生。最典型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的

土地改革, 在民主与民生的互动中获得了民心。

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 毛泽东

根据党历来坚持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了三大

经济纲领,这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

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

民族工商业。与此同时, 制定了 发展生产、繁荣

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的方针。这样的经济

纲领, 这样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核心就是要解决

中国的民生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 发展

生产, 繁荣经济, 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在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 我们的眼睛就要

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城市
中的其他工作, 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

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 6] ( P1428)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其次,保护民族

工商业,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是为了团结广大工

商业者,但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毛

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论述 不要四面出

击  的思想时说得很明白, 我们实行调整工商业

政策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减少工人失业。正由

于实行了这样一整套符合国情特别是当时实际状

况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就恢复

了国民经济,创造了一个奇迹。与此同时,人民政

府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 还在社会建设方面包括

废除陋习、取缔妓女、扫除文盲等方面取得了伟大

的进步和成就。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

验,不可缺少的一条就是要重视民生,改善民生。

重视民心、民主、民生,尽管是我们在建国前

后积累的成功经验, 但这些经验具有普遍性。我

们要为人民长期执好政、掌好权, 始终要重视这

三民  。

2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执

政实践, 我们认识到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最

根本的是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抓

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从自

在执政走向自觉执政

这里说的 自在执政  , 指的是客观上存在着

执政的事实和执政的实践, 但是执政者对于政权

的认识,对于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认识,尤其是对

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尚缺乏深刻的正确的

理念。好比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初期,

他们与资本家激烈对抗,破坏机器和工厂设备,但

是不懂得自己的阶级利益之所在, 缺乏科学理论

的指导,没有形成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组织或政党。

这时的无产阶级还只是自在的阶级。同样的道

理,一个政党在斗争中赢得了政权, 并且开始了执

政的实践,但是尚未完全懂得政权既是阶级统治

的工具,又是一种公共权力,尚未完全懂得公共权

力与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基础及其利益诉求之间的

复杂关系,尚未完全形成完全符合共产党执政规

律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机制, 这时的执政实践还只

是一种自在执政的过程。

认识来源于实践, 自在执政的实践所提供的

正反两方面经验, 势必会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执

政规律的认识,势必会形成不断完善的执政理念。

好比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形成正确的

纲领和指导思想, 开始为整个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的时候,自在阶级就转变为自为阶级一样,一旦执

政党根据符合执政规律的执政理念来完善执政方

式、转变执政机制,自在执政就进入到了自觉执政

的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析仅仅是理论的抽象,

现实的执政实践要比这种抽象复杂得多。有时

候,在自在执政阶段已经有一些自觉执政的要素

和特点,而在总体自觉执政的阶段却仍在一些方

面存在自在执政的情况。对此, 我们必须根据历

史唯物主义,对执政实践的全过程及其演进的各

个阶段,进行具体的符合实际的科学分析。

就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 6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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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情况更为复杂。我们可以以 1978年底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把这之前的近 30年执政

实践与这之后 30多年的执政实践,视作从自在执

政到自觉执政的两大阶段。

改革开放前 30年的执政实践,中国共产党即

认识到执政是对党的重大考验, 在夺取全国政权

之前就提出要做到 两个务必 ,在夺取全国政权

之后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大

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对敌视、反对和破坏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开展了坚决的

斗争, 巩固了人民政权,并制定了宪法和各项维护

全体公民权益的法律法规。这一切都表明, 中国

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已经在自觉地按照执政规

律办事,具有自觉执政的特点。但是,在改革开放

前 30年的执政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国经过社会主

义改造,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不存在的情况下,

依然把阶级矛盾看作是国家政权要解决的社会主

要矛盾,甚至提出一切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

党外到党内寻找和设置阶级斗争的对象, 直至提

出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 踢开

党委闹 革命  ,发动了长达 10年之久的 文化大

革命 , 违反宪法和法律,自己摧毁自己建立的人

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 严重侵

犯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造成了一

系列严重违反民主法制精神的悲惨后果。这一切

说明, 我们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还不够坚定,还不能

在任何场合下都坚持合乎执政规律的自觉执政。

所以, 评价改革开放前 30年的执政实践是一项非

常复杂的工作,有正确,也有失误,总体而言,说明

我们尚未完全达到自觉执政的境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近 30年执政实践, 留

给我们许多教训, 其中最重要的, 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 是认识到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

会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的中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在

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上实现了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 到 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  的战略转移, 从而使得国家政权真正

成为造福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个方面, 是

认识到在一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民

主专政国家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是要始终坚持人

民民主。 文化大革命 前和 文化大革命  中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党内民主和人

民民主,必须破除个人崇拜,健全民主集中制。第

三个方面,是认识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社会,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实行的民主, 必须制度

化、法律化。我们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在 文化大革命 后取消了 四大民主  , ∃
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而使国家政权

真正成为保障和维护全体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共

权力。

另一方面, 也必须看到, 正由于我们有了这

30年自在执政及其积累的丰富经验, 才使我们能

够在从 文化大革命  走出来之后, 经过解放思

想、拨乱反正,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进

入到自觉执政的新阶段。如果放到历史的长河中

去考察这种转变,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种转变是

一个艰巨的政治变革过程, 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

转变。

因此,深刻认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坚持把发

展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坚持人民民主,坚持把民

主制度化、法律化,自觉地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是我们在全国范围执政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

经验。

3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实践, 我们认识

到要按照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自觉地为人民执好

政、掌好权, 必须正确地处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

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 (人民群众 )、执政

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不仅全面总结了改革开

放前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执政经验,明确

了把发展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坚持人民民主,坚

持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的执政原则,而且

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执政的新鲜经验,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

党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执政理论。

特别是, 在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形成过程

中,江泽民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三条

规律, 后两条规律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他们的学

说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

究。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 则是我们今天在总结

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中提出的新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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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起来,我们比

较深入地研究了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参政党、

执政党与社会 (人民群众 )、执政党与法律的关

系。在对这一系列基本关系的研究中,我们深化

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从而更加自觉地为

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执政党与政权的关系, 是研究执政规律必须

研究的基本问题。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我

们实行的是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 不适当地不加

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 党委的权力又往

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出现

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邓小平在 1980年提出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个问

题, 1986年在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全面部署的时候

进一步提出了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的原则。 1989

年,江泽民针对当时出现的削弱党对政权组织领

导的错误主张,提出 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 各级

政权组织,包括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 都必须接

受共产党的领导 。同时提出 我们党是执政的

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

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  。[ 7 ] ( P92)
在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形成过程中, 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按照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原则, 规范党委与人大、

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一是明确了党的领导主

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

提出立法建议, 推荐重要干部, 进行思想宣传, 发

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

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二是明确了党委和人大、政

府、司法机关各有自己的职能和任务,同时通过撤

并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来解决分工重叠等

问题。三是明确了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

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

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四是明确了在各级国

家权力机关中都要建立党组, 国家权力机关中的

党组以及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在依法进行

职责范围的工作中,必须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党委的决定。这些原则和规定, 既有别于过去

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又不同于西方的领导体制。

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 是研究执政规律必

须研究的又一个基本问题。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之初,毛泽东就提出要保留民主党派,提出了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原则。但在当时没有能

够正确界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党派的性质。

一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邓小平就解决了这个

问题, 并提出了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的原则。在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后,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意见, 进一步

研究和规范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 制定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 明确了民主党

派在中国是参政党,并且明确了参政的基本点是

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

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这样, 就完善了一党执

政、多党参政,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中国特色的

政党政治。

执政党与社会 (人民群众 )的关系, 更是研究

执政规律必须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群众路线历

来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改革开放以来,党进一

步把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与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的执政基础结合起来,强

调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强调

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把社

会各个阶层中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

内来; 强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加强

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强调 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是党的各级干部

必须坚持的权力观。与此同时, 党从为人民执好

政、掌好权的高度加强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

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建设, 充分发挥它们的

作用, 使之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

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 也是研究执政规律必

须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早在党的十二大, 以邓

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明确提出

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重大原

则。后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进一步提出了 依法治国  的基本方略。进入

21世纪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

进一步完善法治原则, 提出了 依宪治国  的原

则。与此同时, 党领导人民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并依法

严格惩处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分子。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对于执政党与政权、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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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 (人民群众 )、执政党

与法律的关系, 都已经搞清楚了, 但是, 这样的研

究使我们党更加自觉地按客观规律来执政, 在政

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 把民主与法制以及经济民

主与政治民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选举民主与

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的民主结合起来,不断完善

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 从而使得国家政权真正

成为保障和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公共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党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执

政理念:一是在执政意识上, 要坚持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 二是在执政体制上, 要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政

治体制; 三是在执政方式上,要坚持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依法执政。

这一切都表明,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共产党执

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过程中,更加自觉地按客观规律来执政,形成了

比较系统的执政经验。

4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的执政实践,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要为人民执好

政、掌好权, 关键在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

进性建设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执政主体的

地位, 因此总结党的执政经验, 也要总结党在自身

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应该讲, 我们党是一个勇

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 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自己的党。尤其在经受重大考验后,党总是从自

身建设中找问题,确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方

向和要求。

从 文化大革命 走出来以后, 邓小平作为党

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思考的一个大问

题是: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

党员 应该 怎样 才合 格, 党怎 样 才 叫善 于

领导。 [ 8] ( P276)

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遇到前所未有

的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后,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

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 9] ( P42)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

史起点上。党的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

特别是腐败问题久治不愈,越来越严重,在党内外

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反响。在新中国成立 60周

年之际,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召开了党的

十七届四中全会, 专题研究了在今天的新形势下

怎样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由于这 60年是

中国共产党建立 88年以来, 在全国范围执政的

6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从 革命党 向执政党转型

的 60年。因此, 这次全会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从

更深的层面上看, 实际上研究和回答的是执政党

建设问题。或者说,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

步研究了执政党建设问题。

我们注意到, 这次全会通过的 ∀决定 #, 第一

次系统地总结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一共有

六条: 一是, 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

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二是, 坚持把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

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三是,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为主线, 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四是,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五是, 坚持改革创新, 增强党的生机活力; 六

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这六条基本经验,来自于党执政 60年来加强自身

建设的丰富实践, 对于我们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这六条基本经验以非常鲜明

的语言明确了执政党建设的主线是: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两大建设,实际上

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

题,即:怎样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怎样

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这两个历

史性课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和前

途命运。根据 60年来我们在执政党建设上积累

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

成败的经验教训, 我们决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来推进党的建设, 给我

们解决好这两个历史性课题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应

对之策。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设, 尤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实

践中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务必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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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我们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 是为了更

好地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是一个宏大的系统

工程。按照我们党章的规定, 我们从入党的第一

天起, 就肩负着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历

史使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 就是为共产主

义而奋斗的党。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理想,我们必

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每一步都有明确的目标。

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 我们确立了为建

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把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

主义去的 两步走  的奋斗目标。今天我们的奋

斗目标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因此,

我们常讲: 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论者。

根据这个道理, 我们围绕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做的事,

概括起来讲,大体上有三个层次的历史使命:

一是,在 21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

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正处在并将

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只是整个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明确了在这个社会发展

阶段中,我们的使命是把过去因错失历史机遇而

丢掉的时间追回来,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目标是到 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四个元素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是,在 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全面

小康 的社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

平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为

我们党制定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

线和 三步走  的发展战略。在告别 20世纪、进

入 21世纪之际,我们胜利地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

第二步发展战略,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总体上达

到了小康水平。与此同时, 我们注意到, 三农  

问题,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失

衡问题, 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 等等,都已经

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所以,在党的十六大,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发展战略,我们党制定

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就是紧紧抓住 21世纪头

20年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这个新的奋斗目标, 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要

求,还包括民主政治、科技和教育、文化和思想道

德、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要求。

这几年,党中央还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到 2020年

在社会和谐、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奋斗目

标和任务。这一些奋斗目标和任务,不仅都是我

们肩膀上承担的历史使命, 而且都是我们已经公

开向全国人民宣布的,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三是,从 2011年开始,我们的使命和任务, 就

是要为实现 十二五  规划而奋斗。 2010年我们

要完成 十一五  规划,同时要编制和提出 十二

五  规划的建议, 提交 2011年 两会  审议和讨

论。有两个重要背景,决定了 十二五  规划不寻
常。一个重要背景是, 到 2020年实现 全面小

康  只有 10年时间了,即只有两个五年规划的时

间了, 十二五  时期这 5年是攻坚的 5年、关键

的 5年。另一个重要背景是,我们当前正处在后

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在我们面前有三个问题要解

决:一是, 怎样继续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问

题;二是,怎样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措

施有序地撤出来, 而不伤害经济的发展; 三是, 怎

样抢占下一轮世界范围内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掌

握主动权。在制定 十二五  规划时, 尤其要准备

应对危机后的新一轮国际竞争。现在能够抢占制

高点、掌握主动权的人,下一轮竞争中就能够在世

界上领跑,这是一个大势。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

是制定好 十二五  规划; 从明年开始, 我们的任

务就是要为实现 十二五  规划而奋斗。可以说

这是我们肩负的最近的最直接的历史使命。

这三个层次的历史使命, 实际上是一个重大

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上,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执政经验,重视民心、

民主、民生, 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处

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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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人民群众 )、执政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 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进一步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奋勇前进,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为在 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注释:

∃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根据邓小平的建议, 1982年在

修订宪法时取消了这 四大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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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in Ruling the Nation and H istoricalM iss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 Junru

( Party Schoo lUnder the Centra l Comm ittee, Be ijin, 100091, Ch ina)

Abstrac t: The histo ry o f the Comm un ist Party o f Ch ina ( CPC) as the ru ling party demonstra tes its own special features,

wh ich have enriched and comp licated its exper ience in ruling the state. The course of the CPC in govern ing the state has exper i

enced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of partia lly ruling the state in the revo lutionary bases, the second stage o f ruling the state dur

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nd the th ird stage of govern ing the state wh ile bu ild ing Ch ina into a soc ia list so ciety. In v iew o f its

long- term practice o f ru ling the stat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fundam ental exper ience of the CPC in governing China is tha t it

has a ttached importance to popu lar feeling s, dem ocracy, and people& s live lihood. This paper po 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exerc ise

its pow er effec tive ly and adm inister the statew e l,l it is most essentia l fo r the CPC to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 f the law s o f

its government o f the state, to str ive to make our economy strong, and to do a good job of im plem enting democra tic po litics and o f

building up our legal system. Above a l,l it is m ost im pe rative for the CPC to streng then its capability of govern ing the state and to

enhance the construc tion o f its advanced character. M oreover, it is qu ite necessary fo r the CPC to handlew e ll the im po rtant re la

tionship between the ruling party and its politica l pow er, that betw een the ruling pa rty and the other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ru le o f the state, that between the ru ling party and broad m asses of the peop le, and that be tw ee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nationa l

law. F inally, the paper expounds three historica lm issions o f the CPC in the process of bu ild ing soc ia lism w ith Chinese cha racte r

istics.

K ey words: the Comm un ist Party o f China, the h istory o f ru ling the state, its expe rience in ru ling the state, h isator ica lm is

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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