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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修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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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主持人：有人在十六大的报告之中数了一下，到底有多少问题涉及到“新”这样的一个词汇，最后
在整个报告中一共查出了9处和“新”有关的词汇。有很多人在议论，认为这充分地展示了作为执政党的
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一种前进的状态。那么谈到这一点，今天我们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第一位
王天喜，《求是》杂志社的总编辑，欢迎你。第二位，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科研部主任李忠杰，非
常欢迎你。 

  主持人：王总编，党章修改第一条就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那么过去大家好像已经非常习惯
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次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修改？ 

  王：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前就是这样的。那么应该说它过去也是为中国人民，为
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也是代表了中国人民利益的，但是当时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完成阶级的任务，
完成革命的任务，所以突出了作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完成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
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将阶级的力量动员起来，而且要把全民族的力量都动
员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更加体现了我们党确实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
锋队。 

  主持人：李老师，大家其实更加关心的是，当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时候，它的好处是什么？ 

  李：这种表述，我想首先更加符合我们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状态。第二，更加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
之下，团结和动员全民族的一切集体的因素，共同为我们的事业而奋斗。第三，作为执政党来说，也有
利于我们更好地统筹、协调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各方面的利益，整合起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
为根本利益它是表现在很多具体的利益方面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把这方面的利益整合
起来，我们的代表性就可以更广泛。 

  主持人：比如说在这样的一种表述之中，是否也意味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一种转变？ 

  王：应该说是这样的。我们的党现在跟过去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两方面。一个，过去就是为
了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党，现在变成了在一个大国执政的党，过去我们是在一个在人家封锁的计划经济条
件下领导建设的党，而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
党，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共产党只要是执政，它就不仅仅是为本阶级负责，它必须为
全国人民负责，为全民族负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应该体现出两个先锋队这样的一种特点。 

  主持人：比如说李老师，国外的记者问您，您看你们自己也说了，这是对共产党的性质有新的表
述，人家问共产党的性质变了吗？ 

  李：他是讲根本性质、基本性质是不会变的，因为我们始终是立足于工人阶级，代表着工人阶级的
先进性，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工人阶级的基本性质是没有变的。那么在这个同时，我们要代表着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两者是结合起来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不是说把我们党降低了标
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原来是工人阶级的党，现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党或者其它什么
党，也不是。 

  主持人：你看，王总编，这回针对党章的修改，其实就是社会更多的层次都可以成为党员，但是有
的媒体有这样的表述“私企可以入党”，您认为这样的表述正确吗？ 

  王：这种表述是片面的，因为我们说社会除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人作为从他们里边
吸收我们的党员作为我们的骨干队伍以外，还可以在新的社会阶层当中吸收党员，把他们的优秀分子吸
收进来，这种表述实际上范围是很广的，不仅仅是私营企业主，还包括自由职业者、科技工作者，还有
外企管理人员，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反正是在我们人民范围之内，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个范围之内，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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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讲的这几条，都可以入党的。但是有的人看来，这样共产党性质就变了，这更是一种片面的理
解的。就像刚才李教授所说的，实际上，历史上我们党的队伍也不仅仅都是工人出身，实际上有一段时
间，大革命时期吧，在我们的党员里头，大概真正工人出身的只占2%左右，很多是从农民，从其它阶层
里来的。我最近去过海罗峰那个地方，到彭湃的家乡，彭湃就是一个大地主家庭出身，是日本早稻田大
学毕业的，回来以后他把这个地契烧了，把田分给了农民，把粮食用作革命的费用，完全是那种阶级出
身的人，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参加革命。我们不管他是哪个阶层出身的人，他必须经过思想上入
党，承认党的纲领。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党就是一个大熔炉，不管哪个阶级出身，哪个阶层出身，到
我们党内来以后，这个大熔炉都把你熔化成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所以我们党的
性质就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会变了。 

  李：孙中山先生过去说过一句话，叫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句话说得很好，
任何阶级任何政党、任何集团，都要顺乎时代发展的潮流，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前进，逆肯定要亡。
其次不仅是逆，从现在的眼光看，如果落后时代潮流也很危险。 

  主持人：王总编，江总书记那天最后做报告的时候，尤其最后那个部分有很多人说是新加进来的，
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当时会场非常静，很多人心里不平静，不知道您心里在想什么？ 

  王：当时我也觉得，总书记在这个报告里边强调忧患意识，值得我们深思，现在形势很好，我们自
己感觉很好，外国人看我们也很好。 

  主持人：好话现在说的很多。 

  王：好话说的很多，在这个时候我们头脑要冷静。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不确定因素非常多，
给我们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很多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尖锐的，而我们自身发展当中，也仍然存在着不
少很难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政治生活当中的问题，也有我们党自身的一些问
题。比如说，怎么样把这个腐败的温床真正地铲除掉等等。所以，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些，不真正地下定
决心做到“三个代表”，那还是有危险的。 

  主持人：王总编，其实，这次报告当中还有一句话给大家的印象非常深，江总书记说我们突破前
人，但是后人也会超越我们，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王：我感觉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这真是共产党员彻底创新精神，彻底的与时俱进精神的非常生动的
表述，也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的胸怀和深远的眼光的一种表现。事实是这样，时代在发展，历
史在前进，人民在创造，一切都在变。我们可能做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的后人会做出更好的成绩。
这也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很有希望，很有生命力的一种体现。 

  主持人：对当代人来说，这已经提出了一种要求，就是我们超越前人，我们突破前人，后人也会突
破我们，将来对于进入这个事业的人们又提出了怎样的一种要求，他应该怎样做？ 

  李：我觉得这两句话里面，最可贵的是后面一句话。前面那句话比较好说，而且大家也都很容易做
到。 

  主持人：达成共识，已经看到了结果。 

  李：但是客观地说，后面一句话，就是后人也要看到，后人也会不断地突破我们或者超过我们的，
这是为后人的前进开辟了一条道路，也为后人的发展增强了信心，给它以一种激励，给它一种动力。 

  王：最后归结到你说的那个变和不变的辩证法。就是说，世界在变，历史在变，时代在变，我们党
我们每个党员也要适应这种变化。那么，究竟怎么个变法，要沿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去变，沿着先
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去变，沿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去变，这样去变，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不会
变。如果不这样变，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变。这是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把握好这个辩证法。那么，我
们确实坚持“三个代表”了，全党坚持了，每一个党员都坚持了，人民群众也这样去努力奋斗。这样，
我们党不要说80岁，100岁、200岁，它仍然是青春常在的。 

  主持人：对，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辩证法，只要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你就必须面对变化的
时代去变，然后更重要的还要拿那三把尺子衡量你往哪儿变。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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