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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30日为期一天的四川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2004年度年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省内20多所科研院所

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研究会会长杨先农教授主持，秘书长胡学举副编审全面总结了一

年来学会的工作，增补了鲜于浩教授为研究会副会长。会议上学者们就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围绕“毛泽东思想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特别是对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域所做的理论贡献进行了学术研讨，会议上专家学者发

言踊跃、学术气氛非常浓郁。会议还就明年学会的研究主题进行了讨论并且共同探讨了学会的组织发展

事宜。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的朱玲教授回顾了党的历史，认为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新中国建立五十

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总结包括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成就，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局部执政，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对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问题

进行了探讨，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我们党在面对复杂环境下的执政

问题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更是详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监督做出了理论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投身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执政实践，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贡献，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

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加强执

政党建设值得借鉴的经验。总之毛泽东从我党环境和任务、社会地位的变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

设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制度建设问题、党内监督的问题、抵御西方和平

演变等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四川省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张国新教授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提高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革命时期和两个执政时期，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壮大

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是

一个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总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党。毛泽东关于提高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思路和实践主要抓住“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这个根本，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党的执政建设两个方面展开，同时总结了必须坚持党的纲领、指导思想、宗旨不动摇；要全面提高党

的素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

党，要提高领导工、农、商、学、兵的能力和水平，要根据实际变化提出新方针、新理论，才能在执政

领域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要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四川大学黎永泰教授指出：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党的建设的关系要分层次研究，重点要研

究执政能力的形式、结构和特点。毛泽东是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的，在《论人民民主专

政》中面对中国共产党即将面临的执政实践，他首先考虑了加强执政能力的问题，并且围绕我党的宗旨

和使命展开，在党的七大的报告的原稿中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认

为执政党的能力结构包括了执政党的知识、智慧和科学以及情感、意志和规范，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



指出全党都要学习，除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还要学习经济，要改造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

观和能力观。 

    

    成都理工大学的罗映光教授认为党要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决议里特别提出要优先发

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精神，尤其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各种关系，我国高

等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相适应、与教育内部各种因素和结构相适应，通

过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能力来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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