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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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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号召全党：“要进一步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
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全面完整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
得了丰硕成果；全面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
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确实是内涵丰
富、博大精深。应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都属于其科学内涵的有机组成。 
     通过对《江泽民文选》的初步学习使我体会到，认真学习和全面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在掌握精神实质，决
不能一味死抠概念和字眼，但对一些基本概念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弄清基本概念是准确理解、全面把握科学内涵的前提，同
时也是进一步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全面完整地把握“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前提。 
     要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可以从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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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句话入手。因为这三句话
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三句话，也几乎直接和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基本理论和我们党全部的战略
策略思想。让我们试作如下四点辨析： 
     一、应首先应对如“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发展要求”、“前进方向”、“根本利益”
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做出界定。什么叫先进生产力？第一，当今世界上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生命科学技
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等高新科技及其相关产业肯定是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我们应积极地
引进、大胆利用、大力发展先进技术。第二，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国家基础命脉工业中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中
的核心技术，凡是购买不到也根本不可能购买到的，我们必须下决心自主创新。第三，我们也要辩证地理解先进生产力。比
如，价格昂贵，人们消费不起、很少有市场的是不是先进生产力？美国现有绕地球1500多圈的光纤光缆放在仓库里卖不出
去，这些光纤光缆是不是先进生产力？有中国特色的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好销量的手织地毯等产品是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不
先进完全是相对的。判断生产力是否先进，其基本指标是不是应该得到社会承认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呢？因此，我们不
要一讲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不顾国情、省情和本地区的情况，一窝蜂地去搞与各地产品雷同的高新技术及其开发
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不是先进生产力？有的认为，先进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落后科学技术是落后生产力。这
要辩证地看，不能笼统讲。技术可以分先进与落后，科学能分先进与落后吗？1+2=3是先进还是落后？科学与技术应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另外，要发展先进生产力，一定要注意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是生产力中最
具决定性的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这种第一生产力必须要有载体，如果离开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离开
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没有物化的先进技术设备，也就没有第一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一定注意不断适时调整生产
关系，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千万不能只见物，不见人。 
     又如，什么叫“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中，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以此为指导，这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灵魂和旗帜。
在当今中国的先进文化中，无疑还包含上下五千余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已借鉴来的、洋为中用的世界各国
的优秀文化。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优秀文化，我们一定会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加以汲取。文化技术的先进，决不一定
是先进的文化。我们要高度警惕利用先进文化技术传播落后腐朽甚至反动文化的图谋。 
     再如，“最广大人民”的科学内涵如何界定？应该说不是“少数人”，也不是“广大”，而是“最广大”。“人民”
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这里，“人民”的内涵中则包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阶层。这对调动一切
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重要。但“人民”概念的内涵也不是“一切人”。这就与赫鲁晓夫的“全
民国家”完全划清了界线。有人说“必须代表一切人的利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根本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
根本对立的。我们决不可能同时代表两种根本对立绝然不同的根本利益。在阶级和有阶级社会里，共产党只能代表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还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必须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
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关系。 
     二、要正确理解每一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如不能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简化为“代表中国先进生
产力”。政党属政治和上层建筑的范畴，生产力属于经济范畴，阶级的根本属性在于经济和经济基础，它们分属不同的范
畴,各自有着不同的特定含义。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应注意科学把握。由于政党与生产力不属一个范畴，因此，
先进政党不能直接代表先进生产力本身，如果先进政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经过中间环节，也就是通过先进阶级来代
表。但政党与上层建筑同属一个范畴，因此，先进政党可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为发展要求主要是指不断完善社
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阶级与生产力同属一个范畴，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可以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当今中国，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指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通
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提供一个相互协调发展的好的环境，从而不断促
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常常有人问，为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讲生产力，不讲生
产关系呢？也有人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讲了经济和文化，没有讲政治。正确理解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的科学内涵，也就很容易解决这些模糊认识。 
     三、要正确理解“三个代表”本身之间内部的辩证关系。如“三个代表”之间不是并列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前两
个代表是手段，第三个代表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历史上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阶级和政党，可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但除工人阶级和
共产党之外，从来没有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中，仅有前两个代表，没有第三个代表，
那么这个党就一定不是共产党，而是其他什么党。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个代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 
     有人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执政党尤其是现代民主体制国家执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共产党既是执政党，更是领导党。与一般执政党相比，它在指导思想、性质宗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上，都有着根本不同
的特殊本质。其本质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他执政党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已。当然，有人所说
的所谓现代民主体制国家概念的本身就值得商榷。 
     四、要正确理解“三个代表”的主体，也可以说要正确理解这三句话的主语是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体是中
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也才能做到“三个代表”。党的地方各级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能不能成为代表
的主体？大家可以探讨。我认为不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只能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任何个人也不能成为代表
的主体。有人说，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等，应该说，这是不科
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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