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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巩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巩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指出：“由于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一些工人群众的工作岗位
发生变化。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且从长远看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发
挥工人阶级的整体优势。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党必须始
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论断，为我们认识工人阶级主
人翁地位提供了理论根据。深入学习领会这一论断，对于坚持和巩固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大批农民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知识分子
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部分工人群众从国有企业流动到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
系、企业管理制度发生变化，企业改革构建了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被称为“老三会”的党
委会、职代会和管委会的作用，在一些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弱化趋势。随着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力度逐步加大，一部分职工出现结构性失业，即下岗。凡此种种变化，引起
社会上一些人对“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产生种种困惑。  

  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我们认为，新时期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没有改
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是与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家强大、人
民富裕和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应该从总体上来观察。新时期，邓小平带
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认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增强了综合国力，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强
大了，民族兴旺了，人民生活走进小康了，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和底子。  

  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与工人阶级顺应世界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当今世界，以计算机技
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群的发展，使世界经济结构有很大的提升。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也
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告别了“短缺经济”，党中央审时度势，十五届五中全会适时地提出“十五”
计划的主线是结构调整。这种调整，不是过去的适应调整，而是涉及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
构的全局性调整，是新技术带动的战略性调整。党中央的战略安排深刻地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
格。作为工人群众，应该以这种战略眼光来观察祖国和自己的命运，顺应这种进步，进一步巩固和
发展主人翁地位。  

  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人翁地位的巩固，不是静
态的概念，而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既然
是国家的主人，就必须随着时代进步，不断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既有知识分子成为工
人阶级一部分，更有全体工人阶级队伍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日益提高。  

  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一个政治判断，认识这一地位的“不变”，应与职工劳动关系、企业治
理结构的“变”相区别。从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方面而论，实行新体制的合同契约，个人似乎有
一种“被雇佣”的感觉，其实，这种制度有利于劳动力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企业治理结构的变
化，是现代企业的内在要求。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应正确认识这种经济改革的进步性，做改革
的促进派和实践者。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是一个总体的政治认识，是指阶级的总体
地位，而不应仅仅与具体的职业感受混为一谈。  

  正确认识当前某些社会现象的实质  

  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是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吗？  

  近年来，随着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不少工人下岗、失业，造成了他们生活上的一时
困难，非常值得同情。但是，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因为，国
有企业职工下岗，是在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绝大部分情况
是结构性失业，而非周期性失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部门流动
的具体表现。尽管这种失业大多是非自愿的，但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要素总是从劳动
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流动，从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部门向符合市场需求的部门流动。党和
政府高度重视工人下岗、失业的问题，引导他们再就业。可见，下岗工人仍然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
分，具体地说，是其中处于流动过程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根本没有改
变。我们应该看到，减员增效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调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有利于国有经济效率的提高，使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物质基础得以巩固；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
的积累，有利于为下岗工人创造更多的再就业机会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因此，国有企业职工下
岗，是舍小利而顾大利，舍短期利益而得长远利益，是符合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  

  体力劳动者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相对地位下降，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削弱吗？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带来劳动方式的不断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
是一个不断用机器代替人的体力甚至脑力的过程，因而也是体力劳动相对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20
世纪后期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
力的地位。除了体力劳动者，从事发明创造、传授知识和组织管理的脑力劳动者，也作为生产力的
独立要素，或渗透到生产力其他要素中，不仅创造出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
率和社会财富。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益成为
重要的一部分。这样，体力劳动者在生产力发展中地位的相对下降，同时也意味着脑力劳动者在生
产劳动中地位的相对上升，工人阶级仍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其主人翁地位丝毫没有被削弱。  

  不断加强和巩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加强和巩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必须切实保证和落实工人阶级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和
社会事务的权利。保证和落实这一权利，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的根本要求。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首先是就国体而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人
民民主专政，既是我国工人阶级获得自身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首要条件，也是我国工人阶级加强
自己的主人翁地位，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强大工具。坚持人民民主专
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首要的和根本的就是要切实保障国家的各项法律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反
映工人阶级的要求；切实保证工人阶级依照宪法和法律，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
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当家作主。  

  必须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在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人
翁地位即它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加强工人阶级主人
翁地位，就要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为党的建设提供
了根本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就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
党的执政地位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努力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必须切实保障工人阶级的物质文化利益。一方面，各级党和政府要加强同广大职工群众的联
系，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尤其要千方百计地为
遇到困难的职工排忧解难，努力把工人阶级的物质文化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另一方面，
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和完善，构筑重要支柱。再一方面，要发挥好工会的作用。党和政府要学会通过工会把广大职
工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完成党和政府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奋斗；要支持工会组织的工作，为工
会履行职能创造条件。  

  必须加强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建设好工人阶级队伍，把工人阶级队伍中特别是生产力开拓
者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要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教育、主人翁地位和责任感教育、法
律和纪律教育，引导广大工人群众不断提高政治觉悟。要在组织上重视从产业工人和生产第一线的
工人中培养和吸收优秀分子入党；重视从广大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中培养和吸收
优秀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队伍。  

                                        （执笔：周锦尉  陈宪  李明灿）  

    --2002.10.18--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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