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网提示：采用本网信息，务经授权并注明本网域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建设

.

2006-3-16  郑昌华  阅读149次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 

    

    一、紧密联系的历史任务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两项任务是紧密联系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伟大实践，需要党的先进性建设为其提供坚强的支撑和保障。 

    保持党的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才能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

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有待不断深化。要建成完善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就必须始终保持党的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样才能深入探索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规律，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保持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才能提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调动和发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保持先进性，充分发挥领

导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不断推进，各级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驾驭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使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

为我们党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保持党的作风和制度上的先进性，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的形成，既要依靠法制建设，也离不开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作风和

制度上的先进性，对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党内各项制度特别是党的

领导制度科学严密，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真正过硬，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教育管理机制和

制约监督机制，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二、必须面对的双重效应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建设对党的先进性建设

产生的双重效应，审时度势，趋利避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有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先进性的认

同。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能不能巩固，一个政党是不是先进、能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归根到

底要看能否领导人民群众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

的巩固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彰显党的先进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和竞争经济，其发展有利于促进党内思想解放。解放思

想，开拓进取，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重要表现。但一些落后的、封闭的、保守

的、狭隘的观念，仍然束缚着一些同志的思想，而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大潮，必然会

使封闭、保守、狭隘的旧观念受到冲击，使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得到培育，

党员和党组织的先进性也由此得以不断强化。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其发展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和健全党的制度。高度的党



内民主和健全的党的制度，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基本保证。市场经济的民主法治要求，有利于克服一

些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思想，强化党员的民主法治意识和权利义务意

识，推进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有利于促进党的制度建设和国家的法制建设，消除党内生活

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不正常现象，加强党内监督和强化制约监督机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党

的先进性建设对立起来，不能以消极防范的态度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要充分利用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带来的积极正面的影响，使之成为促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推动力量。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特征，又具有市场经济的

一般特点。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冲击，也

难免给党的先进性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市场经济的求利性特征，对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市场经济活动大都以谋求

盈利为目的，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利益最大

化”原则产生出巨大的诱惑力，可能导致“一切向钱看”思想的蔓延，使一些意志不坚定、党性观念淡

薄的党员和干部，把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变为对物质、金钱的追求，出现不讲理想只讲实惠、不讲奉献只

讲索取的现象，甚至惟利是图，以权谋私，违法乱纪，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 

    其次，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特征，对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

体具有充分的自主性，这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但随着市场经

济运行中个体自主性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增大，可能使一些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淡化，不能正确处

理局部与全局、下级与上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出现违反党的纪

律、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抵制党组织监督的现象，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再次，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特征，对广大党员坚持党性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发展市场经济，必须

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不能搬到党内生活中来。有的党员干部放弃

了党性原则，党员意识淡化，向党组织讨价还价，甚至把党内政治生活市场化、商品化，权钱交易，以

权谋私。在这些人身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早已丧失殆尽。 

    

    三、意义重大的时代课题 

    解决好党的先进性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需要开展各方面的创

新性工作。 

    实现观念创新，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在统一性。要充分认识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与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方针原则和任务，是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制度保证。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要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体现，要

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中得到加强。这种适应不是消极被动的适应，而是积极能动的适

应，就是说，要用党的先进性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用党性原则克服市场经济可能带

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实现实践创新，促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有机结合。当前，一些党组织对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党的先进性建设还很不适应，所谓“老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敢用，新办

法不会用”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改变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积极促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在统一。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两者在实践的原则和方法上，有许多是可以相互

借鉴的，存在许多具有一致性的结合点。如贯彻市场经济的法治原则，可以与贯彻依法治国、强调党的

纪律、重视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等等。 

    实现理论创新，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一个不断

探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理论上的先进性。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政治

上的坚定，更没有行动上的自觉。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时强调，要深入研究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规律，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坚持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高度重视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建设问题，在这方

面不断取得理论创新成果，使党的先进性建设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适应我国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取得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成效。（冯杰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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