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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回望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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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是我党积改革开

放30年之丰富经验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继续解放思想。 

  上篇：新时期我党思想解放的历史轨迹 

  1.十六大以前，我党面临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这一时期我党的思想解放经历

了四个发展阶段 

  十六大以前，我党在改革开放中经历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一是“文化大革命”结

束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考验；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向何

处去的考验；三是邓小平去世后，面临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四是面对21世纪的

中国，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实现奋斗目标的

考验。之所以称之为“考验”，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等

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时，党内外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不同倾向

或不同声音。也就是说，所谓“考验”，实际上就是选择，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选

择。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就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因此，十六大前党的思想解放历程，实际

上就是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重大历史关头、四次重大选择中，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程。这个历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全党

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从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多时间，我党经历

了一个“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其具体表现就是：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治

国”的任务包括要开始“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纲”就是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但不

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此相联系，党中央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并把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和其它冤假错案平反的声音，看作是阶级斗争

新动向。这就影响了拨乱反正，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由于“四人帮”的粉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加上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全

党进行整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党内健康力量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向多年来形成的

“左”的思想特别是“两个凡是”方针提出了挑战。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鲜

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为导火线，爆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根

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而成为我

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标志。 

  第二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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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

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关键是要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建立能够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

断地激励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遇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改革从体制的角度看，是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是一场新的革命，要敢于大

胆地闯、大胆地试；从基本制度的角度看，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从根本上否定

社会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论的认识论角度看，又是一场伟大的试验，领导改革胆

子要大，步子要稳，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工程。 

  在实施这个工程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左”的反对。有些人从农村

改革和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就不断责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认为和平演变

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二是右的干扰。有些人总是想改变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

自由化。三是某些工作指导方面的失误。比如，在推进具有很大风险的价格改革等重大改革时

没有抓紧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这三方面问题交织在一

起，导致思想理论战线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国内政治风波，把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思想战线方面遇到的问题集中

地暴露了出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在这一关键时期，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讲话，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个重要讲话回答了六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是强调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

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二是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

姓“社”的问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时

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四是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

各种犯罪活动”，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五是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

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

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六是强调必须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

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

是曲折的”。这个重要谈话产生的思想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在这个重要谈话的指导下，中央开始筹备召开党的十四大。当时，在总结14年改革开放经

验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有了南方谈话，

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上认识还是很不统一。有的主张搞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体制；有的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人主张干脆捅破这张纸，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江泽民同志经过认真思考和调查研究，于1992年4月30日表

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

大问题。同年6月9日，他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态他倾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交谈时，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的提法，说：实际上我们

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

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大会，做出了三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

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我们都知道，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思想解放的推动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说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改革攻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 

  十四大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就发现，非公经济和集体经

济如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都很有作为，惟独国有经济举步维艰、相当困难。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必须对此进行攻坚。党内外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对

国有企业的改革表示失望，主张搞私有化；另一种声音当时非常突出，认为中央制定的“抓大

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方针是搞私有化，并且在社会上散发了一份又一份被称为“万言书”的打

印文稿。显然，这场围绕着国有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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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人把这场争论的问题概括为是姓“公”姓

“私”。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沉着地应对了这一复杂局面。值得注

意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内部发表了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第一次是1997年1月17日，他在同十

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时讲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十个问题。他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

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他同时指出，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他特别强

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消除了过去由于所有制关系不

合理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党应深刻认识这个经验。第二次是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

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这两个重要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指明了在

所有制领域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回答了来自“左”的和右的责难。 

  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次

党代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我

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第四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 

  十五大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了，尤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活力。我们不仅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国民经济出现了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一方面，腐败现象不断惩治又

不断滋生蔓延，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且对党的前途命运担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人对此也表

示担忧，甚至认为这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党的性质。不同的认识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推进的

过程中，不仅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要搞清楚

在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党的十五大在论述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时候，鲜明地指出要兴起一个学习邓小

平理论的新高潮，并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

党性党风教育。就是在开展“三讲”教育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茂名高州市指导“三

讲”教育并在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在2000年2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月

8日至15日，他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考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

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对非公经济的党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大量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进行理论创新。

在这样系统、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和

人民利益的崭新观点，推动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以后，就遇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的干

扰。有的无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无视改革开放中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因循守

旧，墨守陈规；有的则因党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而试图改变党的性质和原则，不讲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7月1日发表的著名的“七一”讲话和

2002年5月31日重要讲话中，强调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同时以鲜明的态度回答了党内外提出的重大问题，明确了改革

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强调要努力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

和生活问题，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而全面贯彻党的根本宗旨，

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等。这样，执政党建设理论一步一步地完善了

起来。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



历史盛会，是一个在21世纪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盛会。这个极其重要

的会议，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姿态、新风貌。 

  2.梳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和思想解放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党的探索是

有逻辑可循的 

  第一，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势必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党在第一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势必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党

在第二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势必要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采取股份制等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以适应经济社会化、市场化和

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是党在第三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攻关的难题。 

  第四，为了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建立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势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统筹兼顾各个阶

层、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把他们整合为党的执政基础，共同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党在第四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处理的复杂问题。而这一

逻辑的起点和贯穿于解放思想全过程的内在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 

  中篇：我党思想解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从对十六大之前我党的思想解放历史轨迹的回顾和梳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在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成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经验之一：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人们

的思想认识是否对头和统一，对于党能否完成这一崭新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要求

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正确的思

想路线，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两个出发点”和“三个解放”。 

  “两个出发点”：一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实践为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二是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反对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又反对尾巴主义和不负责任，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这两个出发点结合起来的思想路线，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党始

终保持的在思想方式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应该认识到，坚持这样的思想路线，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比如，我们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一时就难以为一些人所接受，即在于计划经

济在中国的实行并非是纯主观决定的，对于国家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国力的增强也并非没有积极

作用，但是同市场经济相比较，不仅要看两种体制哪一个更切合中国的实际，还要看哪一个更

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过实践，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

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决策只注重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尊重客观实际，也不是正确的决策。所

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能光背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几句话，而要善于从实际出

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是我们从新时期

党的思想解放历史中获得的基本经验。 

  “三个解放”：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

来。这“三个解放”把“解放思想”具体化和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是

实事求是。但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并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为了解决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认识与

实践的矛盾。这是认识论中的矛盾论，也是矛盾论的认识论。因此，尽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并非时时处处都要解放思想，但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尤其在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重大



历史关头，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 

  经验之二：坚持执政党的意识。 

  在改革开放中，我党之所以能够闯过一关又一关，既没有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也

没有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老路，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一个重要的经验就

是我们确立了执政党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首先来自于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反

思。其中之一，就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并通过革命手

段来解决党内问题，势必把党搞乱，把国家政权机构搞乱，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在拨乱

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

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与此同时，他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领导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里提出的问题，就是要看到我们党所处的

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我们总是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的角度来思考

和处理问题，现在必须调整过来，从执政党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执政意识，就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它包含丰富的内容，既要求全党牢记夺取

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又要求全党牢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

谋利益；既强调要巩固执政的阶级基础，又强调要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整合社会各种力量，

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勇于揭露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接受各方面的监

督，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引导社会向着和谐协调的方向发展；既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要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健康发展。 

  经验之三：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总是不断遇到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党在排除干扰的

时候，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能够更

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工作的大局。我们党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和自觉，认识到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同

“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展开斗争；另一方面采取正确的方法应对思想理论战线的复杂情况，

比如对于可能会影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错误观点，采取“不争论”的方法，让实践来做出裁

决。因此，党中央在领导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包括：要坚持解

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要正确区分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

并采取不同的方法妥善地加以处理；要坚持科研无禁区，宣传守纪律；等等。其目的，就是为

了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团结最大多数同志，包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并最终达到在解放思想中统

一思想。 

  下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党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使命 

  在今天，解放思想就是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规律办事。我们就是在

这样逐级深入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的。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 

  1.继续解放思想的客观依据 

  新的历史起点，从客观的社会进程来讲，就是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一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最突出的是：一是我们遇到了全面参

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二是我们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

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三是我们需要把握持续快速发展中的新课题、新矛盾。也就

是说，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内政、外交、国防中遇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比

如，如何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

深化和对外交往不断增加的过程中，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如何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改变旧式工业化道路，发展生态文

明，进一步解决能源和资源的制约，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如何在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保持

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如何在成绩和问题面前各级领导干部始终

坚持从实际出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从



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是改革发展处于关键阶段的中国。 

  正因为我们正在从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党中

央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

中解放出来。 

  2.继续解放思想的使命是什么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论述十七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时明确地指出，在新

世纪新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

是我们要集中回答的问题。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今天继续解放思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根据十七大的主题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具体问题，继续解放思想承担着历史和时代赋予

的重大使命。 

  一是要在继续解放思想过程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长期坚持和

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国在改革

开放30年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社会生活上，都是前

所未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奇迹。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能够

得到较好的解决。这些党心、民心之所忧的矛盾和问题，正是我们要攻坚的课题。但是，我们

决不能以所谓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决不能以所谓深化改革为名，否定

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实践已经证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旗帜，民主社会主

义也不是我们的旗帜，惟有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我们必须高高举

起的伟大旗帜。我们的思想应该继续解放，从那些“左”的和右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 

  二是要在继续解放思想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

的十七大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包括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因此，

在今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事实

上，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极为重要和极为紧迫的任务。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当前，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变到科学发

展的轨道上来，必须像党领导工作重点转移、推进改革开放那样，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胡锦

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持续地发挥作用，背后都有一定的思想和

利益的驱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是与转变思想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

们真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讲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研究阻碍我们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旧观念，把我们的思想从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这

应该是我们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重点。 

  三是要在继续解放思想过程中，坚持改革开放，特别是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当前，我们无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

论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还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都必须进一步改革现行

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

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

义。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这样的改革是必要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一步一步推进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势必是一步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 

  理论家李君如学术小传 

  李君如，1947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鄞县，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

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1998年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始任中共

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研究

“三部曲”——《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

中国》、《李君如文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教程》、《中国梦》、《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等30多本。

（责任编辑：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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