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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断开拓，党的建设全面

展开，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开展全国全面整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党的建设得到逐步加强，组织得到较快恢复，作风

得到初步整顿，思想状况也有了一定的改善。但面对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党

的状况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十二大提出要进行全面整党，巩固拨乱反正的成果，得

到全党的拥护。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正式作出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整党绝对不能走过场，一定要通过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

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次整党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

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使“文革”中受到严重破

坏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巩固和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

验，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二）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十二大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但是十二大以后，在发展商品经济和推进改革开放

的条件下，思想理论战线暴露出不少新的问题，出现了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

象。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必须通过“加强党对

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此后，邓小平

多次强调，要有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5年5月，他明确指

出，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

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什么

建设都搞不成了”。 

  1986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这年

年底，一些地方出现学生闹事的情况，邓小平认为，这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

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6.4”风波之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

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和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出现了“一手比

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他要求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

不抓不行了”。 这是对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嘱托。 

  （三）实行党政分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重视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扩大民主，恢

复民主集中制，并认识到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

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十二大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出发，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工的问题。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

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日益突出，党政分开势在必行。1986年6月，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

到，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讲，“我看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

理顺”。 同年9月，他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汇报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

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首次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阐述，并突出强调

加强党内民主，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第一，从中央做起，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

第二，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第三，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第四，疏通党内民主渠

道和健全民主生活。十三大以后，党的制度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四）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 

  党的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是干部队伍建设，干部队伍的素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

决定的意义。十二大以后，根据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四化”标准，自上而下地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

规模的调整，取得了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约90万名老干部退居二、三线；二是8万多名德才兼备的中

青年干部走上了县以上各级领导岗位。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新局面已经打开。在对领导班子进行大

规模调整的同时，干部制度的改革也在全面推开。1983年7月，中组部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强

调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动干部制度改革，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此后，围绕这个主

题，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岗位责任制；第二，逐步建立健全干部培训制度；第

三，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第四，加强第三梯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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