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文献的分析与思考

许宝友　孔寒冰

[内容提要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献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状况的反映。本文从文献研究的角

度出发 ,以中国期刊网 (CNKI) 上收录的社会科学刊物为样本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献作了量化分

析 ,并就研究文献的功能进行了思考 ,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人们对它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可以起到整合、凝聚和动员社会的作用。

[关键词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研究文献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505 (2003) 052002920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对它的研究、宣

传和贯彻 ,是新世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重要政治

现象。解读这种政治现象 ,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

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

关系 ,而且有助于正确理解对“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进行研究的意义和功能。本文从文献研究的角

度出发 ,通过对国内刊物上相关文献的定量、定性

分析并借助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现状及其功能和意义。

一、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

献的量化分析
根据有关的考证文章和公开发表的党的文献

资料 ,完整的“三个代表”思想是江泽民同志 2000

年 2 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最早提出来的。当时江

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 ,他指出 :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代表中

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

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

的重大课题”,需要大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共同

加以研究”。也就是从这时起 ,“三个代表”成了理

论界研究①的重要内容。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

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 ,又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 ,强调要正确认识

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此后 ,国内掀起了

新一轮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 ,理

论界也出现了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

2002 年 5 月 31 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

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三个

代表”的精神实质和贯彻“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六大更是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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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 ,确立为

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并对“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作了深入的概括和论述。所有这些都进一

步推动了理论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自 2000 年以来 ,国内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

成果越来越多 ,其中除了不少著作之外 ,更多的是

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仅根据我们在中国期

刊网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J FD) 上对“三

个代表”篇名的检索 ,从 2000 年 2 月到 2003 年 9

月 ,全国各种社会科学期刊杂志共刊载有关“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方面的文章约 12400 篇。其

中 2000 年 2 月至 12 月为 1670 篇 ,2001 年为 3954

篇 ,2002 年为 3554 篇 , 2003 年前 8 个月为 3218

篇。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
②

刊物类别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文史哲 22 篇 34 篇 73 篇 495 篇

经济、政治与法律 1509 篇 3447 篇 2929 篇 1594 篇

教育与社会科学 84 篇 353 篇 404 篇 599 篇

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 55 篇 120 篇 148 篇 530 篇

合计 1670 篇 3954 篇 3554 篇 321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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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文章虽然都是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 ,但是 ,每篇文章内容重心有很大的差别。通过

对这些文章的进一步检索 ,可以大体上把它们分

为五类 ,参见下表 :

文章重心 主题词 所占比例 ( %)

第一类 “三个代表”本身 “三个代表”的背景、基础、价值、意义、创新 42. 66

第二类 学习“三个代表” 学习、正确理解、深刻领会、全面把握、体会 7. 50

第三类 贯彻“三个代表” 贯彻、实践、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指针、指路明灯 41. 73

第四类 两个重心 “三个代表”与 ×××× 7. 45

第五类 其他 综述、报道 0. 66

总计 100. 00

　　在这五类中 ,就主体而言 ,第一类是从不同角

度诠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 ,论述其历史

地位、理论价值和意义 ,盛赞其理论创新 ;第二类

是思想认识层面上的文章 ;第三类是操作层面上

的文章 ,涉及到不同领域的具体工作 ;第四类文章

的内容是理论层面上的 ,但重心不明确。其中 ,理

论层面上的文章多半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之间的联系 ;第五类文章是有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讨论会的综述和报道。

不难看出 ,从理论方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进行探讨或论述的主要是第一类和第四类 ,占

全部文章的 50111 %。根据同类内容篇目的多少

和所占比例的大小 ,我们还可以对位于前十位的

文章做一下排序 ,参见下表 :

内容提要 比例 ( %)

1 “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 10. 2

2 “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 7. 9

3 “三个代表”是党史、党建理论 (学说)的新发展 (重大发展) 6. 4

4 “三个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3. 7

5 “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 (如里程碑、纲领、旗帜、指路明灯) 3. 7

6 “三个代表”的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思考 3. 4

7 “三个代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 3

8 “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 3. 2

9 “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 2. 7

10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2. 5

总计 47. 0

　　除了文章比较集中的这十方面内容之外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理论品格、本质、特征

等也是比较集中的论题。还有一些文章从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前苏联和苏共的教训

角度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上述的量化分析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献内容的重点分

布 ,即具体操作层面和理论阐述方面大体上各占

一半 ;我们还可以看出目前理论界对“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的基本态势 ,即从各种角度正面地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诠释和说明。但是 ,

所有这些不过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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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象的表层 ,其深层的含义则在于对“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进行研究的社会功能。

二、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
献的功能思考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一种指导性政治理论要

想在政治发展中达到预期的目的 ,都要通过大规

模的宣传和鼓动 ,也就是通过所谓的政治传播。

对于政治传播 ,国外学者有这样一种看法 :政治传

播者传统上都是那些政治领袖人物。但因为技术

的进步 ,必须有专业的传播者来承担传递讯息的

职责。他介于讯息来源与接受者之间 ,可通过对

符号的操纵来“将一个团体中的语言、价值、利益、

观念及目的等转换成不同群体可接受的内容”。

如果不考虑具体的语言环境并且仅仅当作一种传

播学中的范式的话 ,这种观点完全可以用来解释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这种政治现象。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

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

问题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的十六大通

过的新党章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

展 ,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

家工作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适

应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

的客观需要 ,但是 ,它能否产生实际效果、达到预

期目的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

众的主观认同。2000 年 10 月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

十五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要使全党同

志深刻认识和全面、正确地把握‘三个代表’的要

求 ,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首先需要从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上进一步加以研究 ,进一步进行阐述。”为

了取得这种认同 ,形成共识 ,除了江泽民同志本人

在各种场合亲自阐述③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

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述④
,中共中央以召开会议和

下发文件的方式号召干部、党员和群众学习、落实

之外⑤ ,最重要的途径就是理论工作者在各种报

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也就是本文所论及的“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献。

现有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献的功能

是多方面的 ,比如提高了人们对“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认识 ,促进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

和贯彻等。但我们认为 ,更重要的是 ,对“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可以

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

最大变化就是社会发展呈现出多样性 ,在许多方

面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分化。首先是地区分化。清

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用“一个中国 ,四个世界”形容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以人均 GDP 为划分标准 ,

北京、上海、深圳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是“第一

世界”;东南沿海省份高于下中等国家而低于上中

等国家收入水平 ,是“第二世界”;沿海地区的河

北、东北、华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是“第三世

界”;中国另一半的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

均水平 ,是“第四世界”。其次是人群分化。随着

社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传统的工人、农民等阶

级划分已经难以描述当今中国社会的人群分化。

于是 ,许多学者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研

究中国社会群体的划分 ,提出了不同社会阶层

说。⑥学者们依据不同的标准将人群划分为若干

个阶层。⑦比如 ,按拥有的资源将人群划分为 10

个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

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人工商户、商业服

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

半失业人员 ;按社会地位划分为 5 大等级 :社会上

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底层。最后是思想分

化。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 ,人们的价

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单一的和教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

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与多元化的市场

经济、民主的和法治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价值观

念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对相当多的人来说 ,在

竞争的、分化的现实面前 ,思想失去了家园 ,迷茫

取代了理想。

上述三个方面的分化有物质层面上的 ,也有

精神层面上的。从积极的方面说 ,这些分化有助

于提高效率 ,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从消极的方面

说 ,这些分化有损于公正 ,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

所以 ,客观现实就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

对社会的分化进行整合。从物质层面上说 ,有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文献呼吁、敦促各级领

导干部要顾及所有人的利益 ,而不是以自己或者

自己所处的那个阶层的利益为重 ,以全中国的利

益而不是以自己所处的地区和部门的利益为重 ,

实际上宣传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文关怀 ;从精神层

面上说 ,这些文献将一种比单一的和教条的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更为宽泛、更富有内涵的“先进文

化”观念传播给广大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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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族的凝聚

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上就是要重新塑造

一种凝聚力 ,而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文献体现的就是这种重新塑造过程。由于社会发

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全民的参与 ,即物质

层面上的实际投入和精神层面上的高度认同 ,有

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文献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释疑解惑、凝聚人心的作用 ,所以 ,归根到

底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
注释 :

①本文所谓的研究是从广义上讲的 ,即从各种角度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及。

②中国期刊网数据库是动态的 ,收入文章的日期与

文章发表的日期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 ,本文作者进行检

索的时间为 2003 年 9 月 17 日。从整体上看 ,期刊网所收

录的文章篇目不断增加 ,但内容分布的基本格局并无大

的变化 ,其数量增减与文中所述的几次学习、宣传和贯彻

高潮大体一致。

③参见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9 —654 页。

④例如 ,2001 年 9 月 3 日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秋

季开学典礼上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新的

科学理论 ,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

领 ,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

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的新创造。

2002 年 11 月胡锦涛同志在《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

献》一文中指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报告的

灵魂 ,也是贯穿报告全篇的一条主线。江泽民同志集中

全党智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总结我们党

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 ,

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又反映了当代世界

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以新的思

想、观点、论断 ,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

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2002 年 12

月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 :“三个代表”讲了三句话 ,但决不

就是这三句话 ,而是 13 年来我们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

针的总汇和结晶。2003 年 7 月 1 日 ,胡锦涛同志又在“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重申了上述观点。

⑤例如 ,2003 年 6 月 8 日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中说 :“各级党委要在组

织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活动中 ,认

真组织干部群众研读江泽民同志的原著 ,把《纲要》的学

习纳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计划。通过学习 ,在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

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 ,在认真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始终做到“三个代

表”上取得新的成效。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 ,把智慧和力量进一

步凝聚到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紧密团结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⑥参见陆学艺等著《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阶

层结构变迁》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3 页 ;韩明

谟主编《社会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15 —218 页。

⑦参见李拓《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胡顺延等主编《中国中部地

区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关家麟

主编《中国东部地区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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