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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只有正确处理好党的先进性与党员先进性的关系，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提出明确
具体要求，并有健全的机制和制度作保证，才能使党的先进性建设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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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
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如何保持自己先进性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党的先进性与党员先进性的关系 
党的先进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个政党在理论、思想、纲领等方面所具有的优于其他
政党的特质；二是指一个政党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中所起作用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因为能充分体现其先进性从而发挥了领导核心
的作用。 
坚持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靠党制定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要靠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共产党员这一特定身份的人所应当具有的、为共产党这一先进政党
所要求的一种重要特征，是共产党员不同于普通群众并发挥模范带动作用的一种基本的性
质、性能、性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称之为“胜过其
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列宁、毛泽东等也常常称共产党员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道理就在这里。 
一个党，只有整体上是先进的，才能保证党员个体的先进性，或者说，党员个体的先进性
才有实际的价值。从近代中国政党发展史来看，纵使一个政党的成员中有若干具有较好私
德的成员，倘若这个党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适应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样的党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
进性，首先要看这个党是否能够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是否能够把中华民族引向一个光明
的前途。 
党的先进性又要以党员个体的先进性为基础，通过党员个体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出来。如
果一个党大多数党员（甚至不需要大多数，只要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影响比较大的那部
分）在人民群众起不了先锋模范作用，体现不了其先进性，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
针、政策再好，也是不能长久实行的。这只可能是两种情况，一是这个党一方面仍高喊漂
亮的言辞，口口声声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它的成员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党变成牟取个人或
小集团私利的工具，一些成员甚至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完全背离党所标榜的宗旨，最后
被人民所抛弃。另一种情况是党改变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把自己演变为争权
夺利的政治集团。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党所不能容许的。所以一个真正具有先进性的
党，必然要求它的全体成员，真正按照党的要求去践行党的宗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实
践和体现党的先进性。现在，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
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必须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 
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这个问题早在党成立时就提出来了。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
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对党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如规定“个个党员不应只
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个个党员须牺牲
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
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
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等等。(《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90-91页)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党的成熟，对于如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
应是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在政府工作
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
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
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
益。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
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
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523页)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即：（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
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二）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
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
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
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四）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
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这就是战争年代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的四条具体要求。历史表明，共产党员先进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最为重要就
是每个党员必须自觉地履行党员义务。只抽象地谈论党的先进性，而没有明确具体的要
求，先进性建设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第三，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需要有制度和机制作保证 
      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首先要靠党员本身自觉的行动，同时也离不开严格的纪律约束。我
们党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凡
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
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和党的组织应
遵守的纪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939年5月，中共中央编辑委员会编印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作为各级党的
组织开展党员教育的参考材料，其中专列了“党的纪律”一章。1941年7月，中共中央作
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认为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
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
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
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
为有组织的整体。 
在革命年代，加入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首先就意味着付出和牺牲。很难设想一
个没有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而无私奉献的觉悟，没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
仰，而一心想为个人牟取私利的人，能够自觉自愿地加入党的组织。但是，要保证革命事
业的向前发展，仅仅依靠党员个人的信仰和觉悟是不够的。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而且
一个人的信仰与觉悟，只有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才能验证。如果党没有严明的纪律，便不
能适应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自己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在民
主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自觉地增强党性锻炼，把个人
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
得像一个人一样。党始终注重加强纪律的教育，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正因为有严明的纪律，保证了
党的团结统一，也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总结、汲取革命年代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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