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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C_97_c26_26593.htm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

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

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

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

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

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

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

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

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

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

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

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

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

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

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

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

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

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本领。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

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高度重视，领导全党紧紧围绕提高

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

大历史性课题，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

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和改进，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

事业的发展。十六大以来，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按照提高科

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

揽全局的能力的要求，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执政五十五

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

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

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

党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同党

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

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

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

；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

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

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

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党的执政

成效，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二、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

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

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

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的新局面。 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

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

通过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相协调，促进弘扬中华文明和借鉴国外文明相结合，使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必须坚持抓

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

切问题的关键。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

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开拓发展思路、

丰富发展内涵，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 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

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

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

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

展的成果。 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

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

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

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

，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

法制化、规范化。 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

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坚持党的领导

核心地位，坚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

保证。要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适应时代发展

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持之以恒

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体现

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三、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指

导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

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

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二）总体目标。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

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

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

人民幸福。 （三）主要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

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

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