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稳定中建设 、发展＊

李　铁　映

＊　本文是李铁映同志于 2002年 11月 3-5日在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摘要。

　　十六大报告的灵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经

验 ,规划了党在新世纪的宏伟蓝图 ,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一 、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是保持长期稳定

21世纪的头 20年 ,对于中国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说 ,都是一个关键时

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和国家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要靠发展。检验我们的各项方针 、政策正确与否 ,

合理与否 ,标准也是发展 。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 、新任务 、新挑战 ,我们必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集中

精力 、集思广益 ,共谋发展 。发展 ,就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没有稳定 ,什么事也干不成。这既是鉴

于苏联的教训 ,也是鉴于我国几十年来的经验 。

苏联解体 ,是苏联党和国家自己倒下去的 ,是自己投降 、自我解体的。一些敌对势力最希望看到的

是什么? 是希望中国乱。最感到迷惑和沮丧的是什么? 是中国不乱 ,还在稳定中不断发展。中国为什

么不乱呢? 乱了 ,才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每一位同志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珍惜我们党和国

家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当然 ,保持稳定 ,从根本上说 ,要靠国家的持续发展 ,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 。

二 、稳步 、稳妥地实施各项方针政策

目前 ,“人心思定”是大势所趋 ,我们国家从总体上已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 。诚然 ,我们还面临

着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问题永远都会有 。从一定意义上说 ,问题解决之时 ,也是新问题产生之际。加之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所面临的问题也会大不相同。但无论如何 ,从全国范围来说 ,人民最希望国

家稳定 ,不希望乱 ,这是大局。我们的改革措施 ,发展政策 ,要充分考虑到“三种承受能力” ,即我国的经

济发展承受能力 、人民群众的认识和承受能力 、各级干部的领导操作能力。各级干部 ,在指导思想上 ,都

应克服思想浮躁 。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浮躁会阻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那么 ,干部的思想

浮躁 ,也会给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建国以来 ,很多曲折和失误就是出在“急”上 ,急躁 ,不切实际 ,违反客观规律 。急则生“变” ,生“乱”。

市场经济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要在这所学校里合格地毕业并不容易 ,需要我们在哲学 、经济学 、法学乃至

领导方式 、决策思维等各方面都有大的改进。要改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单纯靠“行政命令”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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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方式 ,学会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海中游泳。

三 、在实践探索基础上必须大力推进理论探索

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这既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经验的总结 ,又是鉴于新世纪的新形势 、新任务 ,向全党

同志发出的动员令。

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 ,理论上的成熟 ,从来都是政治上成熟的根本前提 。江泽民同志今年

7月 16日考察社科院并发表重要讲话 ,其重大意义 ,就是唤起全党对理论 、理论研究的重视 。

理论是国家发展 、民族振兴的灵魂和旗帜 。一个国家 、民族必须有自己的理论 。没有自己的理论 ,

只能充当别人理论的俘虏 。没有自己的理论 ,也就失去前进的方向 ,是注定没有希望 、没有未来的 。自

己的理论 ,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产生的 ,是对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 ,是对自己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的回答 ,反

过来又指导自己的实践。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 ,都有实践的 、社会的 、历史的局限性 。理论的局限性

并不表明理论一定是错误的 ,而是表明 ,理论总是一定时代 、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认识 。正因如此 ,理

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要与时俱进。苏联解体 ,苏共垮台 ,一个重要教训在于 ,理论上长期搞教

条主义思想僵化 。自己不能发展理论 ,后来又跳到另一个极端 ,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 ,盲目崇拜西方 ,从

而导致失去“主心骨” ,解体 、垮台也就成了必然。在实践探索基础上推动理论探索 ,就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教条主义是思想解放的大敌 。我们既要反对“东”教条 ,也要反对“西”教条。

在当代中国 ,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推动中国的发展。离开中国发展的实际 ,

离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离开中华民族的前途 、命运 ,这样的理论为谁服务? 代表谁的利益? 回答哪

个国家 、民族的问题 ?十六大报告正是回答了中国新时代的问题 ,正是我们自己的理论。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 ,就是在回答中国问题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经验中形成和发展的。一句

话 ,中国的理论 ,就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理论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 ,不是为了固守个别论断和结

论 ,不是把她当成教条。我们发展理论 ,不是否定理论 ,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远一些 。归根到

底 ,就是探索发展中国的理论 。我们讲理论创新 ,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十六大报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篇章 ,是理论创新的典范 。

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这是新世纪初全党同志最大的政治

任务 、理论任务 ,也是理论界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着力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为了推动理论创新

这一崇高事业 ,党必须掌握一支专门的理论队伍和战线 ,这是一支“特殊军队”。特别是面对新世纪的新

形势 、新任务 ,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 ,我们要打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理论文化之战 ,就必

须拥有理论 、发展理论 ,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不断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提出问题是任务 ,解决

问题是经验 ,总结经验是理论 。我们正处于一个出思想 、出理论 、出“大家”的时代。

我相信 ,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在十六大精神鼓舞下 ,

全党同志 、全国各族人民 ,同心同德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一定能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探

索中 ,谱写出无愧于时代的 、更加壮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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