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

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也是

党的建设的理论；既是对全党的要求，也是对每个党员的要求。胡锦涛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得

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指导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他还提出我们在学习和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本文就此谈点体会和看法，以就教于学术

界。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 

改造客观世界是主体从事的一种实践活动，它具有三个特征、三个要素，第一，这是主体所从事的有目的的活动，主体在活动

开始时就已有明确的活动目的；第二，主体的活动必须是能够改变客观世界的活动，即是主体运用一定的手段与客观世界进行物质

的、能量的、信息的相互作用的活动；第三，作为目的的实现或目的的否定的活动结果。前一种情况就是活动的成功，主体的目的

和客观世界的规律达到了统一和结合，经主体改造过的客观世界，成为服务于主体目的、适合于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世界。后一种情

况就是活动的失败，主体的目的和客观世界的规律没有统一、没有结合，客观世界以其规律的客观性使主体的目的无法实现。由此

可见，能否有正确的目的、能否进行正确的活动，是我们能否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两个不可缺一的前提，而这两个前提都来源于

一定的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错误理论指导的实践则是错误的实践，而盲目的实践、错误的实践则往往

都是失败的实践。 

要想获得成功的实践、要想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论的指导。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条基本原

理，也是我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的奋斗历程、特别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8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历程所积累起来的一条基本的历史经

验。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奋斗，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的指导，多次奋斗都失败了；十月革

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

章；但由于我们党在幼年时期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都失败了。只是在作为马

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产生之后，因为有了正确理论的指导，我们才赢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也是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失败，直到作为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产生之后，我们才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并

在这条道路上迅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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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正

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才走上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实践已经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

指针。因此，是不是在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中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着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着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对客观世界的改造，首先在于提高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当前，我

们党把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作为首要的历史任务，这是实现“三个代表”要

求的集中体现。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统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并使三者统一起来的灵魂。其

次，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方针政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起指导和推动作

用。抓住这个环节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三个代表”的要求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就能在全局上把握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第三，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党员干部既是领导群

众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又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主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有落实到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才能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指导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 

人的主观世界就是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精神世界。哲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主观世界、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是一个具有

许多层次、许多方面组成的复杂系统。在第一个层次上，我们可以将它划分为潜意识、意识和行为三大子系统。潜意识系统就是自

发地产生而不为主体自觉地意识到，也不为主体自觉地控制的心理及行为过程；意识系统是主体自觉地进行和控制的一种精神系

统。所谓自觉，就是主体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思考、在评价、在喜怒哀乐，知道自己在思考什么、在评价什么、在为什么和怎样喜怒

哀乐。意识系统又可分为知识系统、价值观念系统和情感意志系统。知识是主体的一种对象性认识，是关于对象是什么、对象怎样

存在又怎样发展变化的认识。知识可分为日常生活知识、专业知识和哲学知识。哲学知识具有最一般、最抽象、最普遍的特点，是

世界观和方法论；价值观念是主体关于客体对于主体有什么意义和用处的观念，是主体应当怎样利用客体实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观

念，是关于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观念。主体的价值观念既可以表现为对人生目的的追求中，也可以表现在对外部事物的评价和态度

中。理想、信念、信仰和人生观则是主体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知识系统、价值观念系统是主体对于客体及相互关系的一种观念

的、理性的把握，而情感意志系统则是主体通过心理、精神状态的变化及相关的生理变化来表达客体对于主体的关系，是主体对于

客体的一种非观念、非理性的把握和表达。 

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就是对组成主观世界、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要素、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改

造。由于潜意识系统的自发性，改造主观世界实际上是对意识系统和行为系统而言的，又由于行为系统不过是主观的、内心的、精

神系统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改造主观世界又主要是针对意识系统而言的。知识系统可以通过积累和替代进行更新，用新的有用的

知识替代陈旧的无用的知识，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价值观念系统既为人们的社会存在、人们的现实利益所决定，也受到人们世

界观的制约。社会存在和现实利益不同、世界观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就不同。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

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在价值观念上也是根本对立的。随着社会存在和现实利益的变化，人们的价

值观念会跟着变化；随着世界观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世界观既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又影响着人们对

客观世界的评价和态度，是人们精神世界中最核心最根本的观念。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根本转变。改造主观世界主要

是改造世界观和价值观，当然也涉及到行为作风的改变、精神心理素质的提高和知识系统的更新。 

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新观念、新理论、新知识取代旧观念、旧理论、旧知识的过程，是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和

转变的过程。正如只有有了正确理论的指导才能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一样，也只有有了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实践发展要求的世界

观、价值观及其他思想观念的理论，才能顺利地成功地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已经是、

并且还将继续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

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把物质文明建设好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实现经济、政

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并实施了旨在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二为”方向和

“双百”方针，提出并回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区分文化公益事业和文化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重在

加强管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

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谈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社会形成

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大力改进党的

作风，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理论、改造主观世

界的理论，内容是极其丰富深刻的，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前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也是指导我们改造主

观世界的思想武器。在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拿起这个思想武器、不改造主观世界，那就从根本

上违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 
在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在目前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与改造客观世界相比，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对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因

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政治信念问题。由于我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开始建

设社会主义的，而且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日常生活水平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如

果我们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又不能正确看待这一差距，就很容易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现在有些党员干部，不重视学习，

思想水平停滞不前，不能理解也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最后只能被资产阶级的或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俘虏。

除了政治信念问题，还有一个思想认识水平问题。比如，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问题上，要么盲目排外，因循守旧，抱残守



缺；要么崇洋媚外，丧失国格和人格。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要么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数典忘宗；要么不加批判，全盘接

受，把糟粕当成精华。 

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方面的问题。这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而言，领导干部如果不加强学习，不加强自身修养，就很容易

被权力所腐蚀、所异化。 

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其表现形式

很多，例如，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老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

的干部无所用心，有的作威作福、欺压群众，引起了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官本位”意识，其要害是对党和

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摘编653页） 

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

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 

各类消极腐败现象，有的已经严重触犯了党纪国法。这类现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以权谋私。 

上述各类问题在思想意识上的根源，即忘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是把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是陷入到以权谋私的泥潭中去了。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在改造主观世界的领域，形势是相当紧迫的，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重视对主观世

界的改造。 

  

                               三
 

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主体所从事的两项不同的活动，前者的对象是客体，后者的对象是主体自身；前者向外，后者

向内；前者是外在的物质、能量、信息活动，后者是内在的精神活动。但这两项活动又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统一而不

可分割。 

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体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主体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这种活动虽然具有对象性、受动性、客观性、

物质（能量、信息）性，但还有主体的主观世界、精神世界参与其中，因而还具有目的性、能动性、主观性、主体性。客观对象、

客观世界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特性和规律，主体只有根据对这种特性和规律的科学认识，从事一种既体现主观目的又符合客观规律

的改造活动，才能成功地将客观对象、客观世界改造为适合于主体需要的对象和世界。主体认识和把握客观特性和客观规律的过

程、主体在这种科学认识基础上形成目的和计划的过程、主体在活动中将主观的目的计划和客观的特性规律相统一的过程，都是主

体的主观世界、精神世界活动的过程，依赖着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关于客观特性、客观规律的具体科学知识

和技能。因此，主体的主观世界、精神世界的状况，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及具体科学知识和技能的状况直接影

响着、决定着主体所从事的改造客观世界活动。反过来说，改造客观世界的特定活动要求着具有特定主观世界、精神世界的主体、

要求着具有特定观念、知识和技能的主体。不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要求着具有不同的观念、知识和技能的主体。因此，为了

展开改造客观世界的各种活动，首先就要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精神世界，将人们培养成能够从事各种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各级各

类人才。由此可见，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依赖着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为了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 

不过，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也不能脱离了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而孤立地进行。人们不是为着改造主观世界而去改造主观世界

的，而是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他们的理想、目标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来源于他们改造客观

世界的实践、来源于他们在实践中对自身与外部世界矛盾的认识，他们也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

标。因此，人们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动力来源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而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从事改造客观世

界的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不仅如此，人们用来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观念、知识和技能等等精神材料也都

来自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人们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才能获得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能，才能用它们去替代旧观念、旧知

识和旧技能，从而实现主观世界的改造。人们虽然可以通过学校、媒体、书本等途径获得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能，但只有在改造

客观世界的实践中验证了、理解了、消化了，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最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还是用来检验人们改造主观世

界的成败和效果的客观标准。因此，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又依赖着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坚持实践基础上的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在统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

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页）毛泽东的《实践论》

通篇都在论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在的统一性，并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看作在实践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认识

过程的两项根本任务、看作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斗争中的两项任务。邓小平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

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江泽民同志则指出，要坚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

界，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两项重要任务。这两项任务是统一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中，我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得到磨练和提

高。我们的主观世界不断得到改造，就可以推动我们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摘编》第587页） 

据上所述，在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坚持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符合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基本原理、符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精神，也是当前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要求。如果我

们在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不能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那就不可能真正学习好、贯彻好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不能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也不能顺利地改造主观世界。 

如何在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结合呢？胡锦涛同志指出：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要对事也要对人。对事，就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工作、推动社会实践。对人，就是要用“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头脑，指导自我修养。如果只对事不对人，或者只对人不对事，都不能真正学习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可以看出，在对事的过程中就存在着对人的过程、也可以做到同时是对人的过程。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工作、推

动社会实践，首先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指导者、领导者，这是指导者、领导者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造、取代自己

原有思想的过程，即是指导者、领导者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指导者、领导者就不可能真正掌握“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就有可能在自己的思想的导引下将工作和社会实践带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其次，还有一个指导者、领导者用“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过程。这既是指导者、领导者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动员、组织、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过

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没有这样的过程，就不可能在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共

同的理想、目标、步骤和步伐，就不可能完成工作任务，也不能成功地进行社会实践。所以，只要在对事的过程中同时做到对人，

就可以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而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把事情办好；反之，在对人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对事的过

程、也同样可以做到同时也是对事的过程。只要我们将做事、工作和社会实践作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自我修

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作为检验是否真正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了头脑、指导了自我修养的唯一标准，那末我们就可以在对

人的过程中同时做到对事，将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像胡锦涛同志说的那样，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要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坚

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

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做到了这些，我们就一定能够学习

好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一定能够赢得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双胜利”、“双丰收”。 

  

  

（吴元梁、李涛合著，刊载于李慎明主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