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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一、什么是党员意识 党员意识属于人文意识的一种，是

党员在社会生活多种角色中最重要的政治角色意识，是党员

对党组织的一种认同感、从属感、责任感，是党员关于党的

思想观念、工作观念、组织观念、纪律观念的综合反映，是

共产党员独特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在观念上的

反映。党员意识是在对党的纲领与任务的认同、对自己所承

担的责任与纪律的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是每个党员的必备素

质，党员意识的强弱，是判断、衡量党员对党组织和党的事

业忠诚度的重要标杆，也是判断、衡量党员素质高低和先进

性程度的重要要素。 党员意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具有

自觉性。它是内在的自觉认知，不是依靠外力所能够强加的

，也不是靠违心表白所能够获取的；二、具有具体性。它尽

管是一种主观内在的东西，但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言语和行为

外化出来，或者说在实践行为中得到具体的物化，因此，它

决非是不可捉摸的抽象虚幻的东西。三、具有客观性。由于

它是具体的，因此，它也就有了客观的衡量尺度。人们可以

通过具体的言行而非自我的标榜进行客观地评价和判断。四

、具有时代性。党员意识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

总是赋予党员意识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特点。 党员意识的具体

内涵，或者说具体内容包含以下主要方面：对党的理论、纲

领的自觉认同；关心党的事业和利益并自觉为之奋斗、奉献

；对党组织忠诚、信赖、服从并积极参加党的活动；从党的



立场上想问题、干事情，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形象；积

极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二、强调增强党员意识的意义所

在 1、增强党员意识，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

先进性的重要基础。党员是构成党的有机体的细胞，是党的

主体。党的执政能力要不断加强，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要

不断保持先进性，丝毫离不开党员素质的提高。而增强党员

意识，正是提高党员素质必须首先解决好的问题。很难设想

，一个缺乏党员意识的人，会去努力弄明白党员应当具有哪

些素质要求，又会在提高自己的党员素质上作出多少努力。

2、增强党员意识，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重要保证。党员要保

持 先进性，起码前提是党员必须对自己的党员身份要有充分

的认同，这种认同，就是一种最基本的党员意识。党员保持

先进性的关键，在于党员要有内在的精神动力和外在的自觉

行动，而这种内在动力和外在行动的重要源泉，就是党员的

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大量事实表明，强烈的党员意识总

是与党员的先进行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3、增强党员意识

，是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

当前进行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能否取得成效，除了活

动指导思想、活动方案的正确制定，重要的是取决于党员参

与的积极、自觉程度。因此，增强党员意识，是搞好保持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客观要求。同时，保持党员先进性的教

育活动，必然要对党员提出增强党员意识的要求。党中央在

关于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中，把“提高

党员素质”列为这次活动所要达到的首要目标，提出了“四

个进一步”的要求。（即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增强；对新时期保持党员先进性的要



求进一步明确；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

发挥。）这“四个进一步”，无一不与增强党员意识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党员意识是提高党员素质的重要内容

。 三、党员意识淡薄的现象 1、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弱化，政治热情退化。少数党员对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缺乏学习的兴趣，对党作出的重大决策

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对中央强调的党员必须讲

学习、讲政治不以为然，甚至存在厌烦的情绪。相反，对一

些不健康、不科学的书刊和贬损党的形象的传言、“政治笑

话”，学习传播的兴趣很大；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自

由评论”的劲头很足；对捉摸如何拉好关系、使自己能左右

逢源的热情很高。少数从事理论工作的党员淡忘了一名党员

理论工作者的责任，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维护、强化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理论研究创新割裂开来、对

立起来，不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破”和“立”，

不是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评判“是”与“非”。

2、党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弱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光荣

传统和辉煌功绩、处于中国核心领导地位和国家执政地位的

大党，作为这样一个党的一分子，是很光荣的。同时，中国

共产党又是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组织严密、纪律

严明的党，作为这样一个党的一分子，正确履行自己的权利

和义务，是党员无可推卸的政治责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党员把光荣感异化为“面子”和“身价”，异化为一种

索取的权力和要价的“砝码”；有的党员则把应有的光荣感

视作“背时”、更乐于亮出的是这个身份、那个称号；也有

的党员对身为党员毫无光荣感、自豪感可言，甚至为之叹息



、为之后悔。与之相伴的是，有的党员忘却了对党组织应负

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不愿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党的文件，

不肯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对党组织的决议、决定或意见，合

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敷衍执行，甚至拒不执行；对党交

给的工作任务，有兴趣的或与己有利的，就去做，没有兴趣

的或者与己无利的，就推诿或者应付了事；只想要个人的自

由，不想受党的工作制度、管理制度和组织纪律的约束；遇

到影响党的团结和形象、违背党的原则的言行，不愿挺身而

出，采取能回避就回避的态度。 3、党员的宗旨意识、奉献

精神弱化。加入共产党，意味着应当在党的组织和引领下，

更好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为社会的进步奉献。做一名党员

，就应当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

随时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准备。然而，有的党员也许从入党

的那一天起就缺乏这种思想基础，也许在“环境的熏陶”或

“现实的反思”中，服务和奉献的理念被消解了。在一些党

员的意识深处，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无私奉献的要求只

是看作一种“不合时宜的宣传滥调”，以种种理由为自己或

者他人的个人主义行为辩解以致美化。有的党员在工作中沾

轻怕重，只想别人多为自己服务，不想多为他人服务；取得

一些成绩，就想得到组织的“回报”，遇到一点困难，就回

避退缩，或者怨天尤人；在个人的名和利上，斤斤计较，就

是占不了便宜，也决不肯吃一点亏，否则就耿耿于怀、消极

以待，甚至向组织吵闹；即使属于正常的政策执行，只要觉

得与自己的利益愿望有距离，就会以各种理由规避或“变通

”。在这些党员头脑里，“不贪不占”就是党员的标准，而

“牺牲奉献”只是“过时的”口号。 四、党员意识淡薄的原



因 从社会环境分析：一是国际形势和环境与以往发生了很大

变化。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波折，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发展，

西方文化在我国对外开放后产生的广泛影响，影响了部分党

员的理想信念；二是国内形势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全面确立，市场经济在其充分发挥

了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必

然会导致一些党员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发生扭曲。三是在深

化改革中，必然会引发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调整，一些

党员因为遇到个人具体困难和矛盾而对党产生疏离甚至怀疑

。 从党的状况分析：一是党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长期处于执

政地位的现实，容易使一些党员陷于某种心理麻木。老党员

的不断减少、青年党员和新党员的不断增加，其“代沟”效

应会影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继承弘扬；二是党内消极腐

败现象的存在和滋长，一些党组织和党员的形象受到损害，

有的党员的光荣感因此而逐渐淡漠，有的党员对党和党的事

业失去信心，有的党员甚至也走向堕落；三是一些党组织治

党不严，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抓得不紧、不实，党的工作方式

方法和党建的制度建设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致使一些党

员得不到有效的教育和管理，党员队伍的素质下降。 党员意

识淡薄的上述原因，是从客观的环境和条件方面而言的。事

实上，同样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对不同的党员个体所产生的影

响，是极不相同的。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仍然以强烈的党

员意识，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也有极少数党员因为丧失了党员的基本条件而被清除出党

。这说明，党员意识淡薄的原因，还必须着力从主观方面探

寻：有的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党，但入党的动机不纯，党员



应有的思想根基并不扎实；有的原本有较好的党员意识，但

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的旋涡中，动摇了精

神支柱、迷失了追求方向；有的不愿下功夫学习钻研科学理

论和党的文件，把学习看作额外负担，长此以往，党员的意

识也就日渐淡漠；有的尽管看了很多文件，学了很多理论，

懂得不少原理，但缺乏改造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自觉意识，很少与克服自己看事物、想问题、做事情中形而

上学的思维缺陷相联系。 五、如何增强党员意识 就党的基层

组织和党员而言，增强党员意识应当从以下三个作出努力：

1、学习和教育。党员意识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要靠党员对

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提高。如何透过纷繁

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党的现实状况，把握事情的本质主流和内

在规律，从而坚定信念、增强信心，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根本

性问题。这就需要党组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把党员的学

习教育抓紧抓实抓好。党员也需要通过不断深入地学习思考

，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水平。讲政治，就必须讲学习

。这种学习，应当是真学；通过真学，达到真懂、真信；做

到真懂、真信了，那真用的自觉性就有了，真用的能力也就

会不断得到提高。 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的党员对党的奋斗

目标会产生“信仰危机”、对党的组织会产生“信任危机”

、对党的事业会信心不足？为什么有的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为什么有的党员在一些政治现

象面前会显得麻木不仁，在政治风浪中会失却政治辨别力？

为什么有的党员会在经济上、生活上走向堕落？追根溯源，

都是不讲学习的结果，都是没有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

用的结果。 初始的学习，往往是从被动接受开始的；缺乏动



力的学习，或者没有钻进去学习，往往也是一种无奈的学习

。而对学习好处或曰“甜头”的体验，总是要在自觉的学习

、深入学习以后才会逐步得到。因此，无法企望每个党员都

能在接受学习教育方面完全进入自觉的境界。这就需要党组

织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些促进手段和制度规定。同时也应当

因人而宜地确定学习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2、管理和监督。

依靠党员通过自身学习增强党员意识，虽然十分重要，但仍

然是不够的。因为党员意识的增强，还需要通过党组织的管

理、监督加以引导、启发和不断巩固、强化。经常性的“三

会一课”组织生活制度，会促使党员时刻不忘自己是党组织

里的一分子；严格的党内日常管理和监督，会促使党员体会

到，增强党员意识，是党对每一个党员的基本要求；严肃认

真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会促使一些党员感受到党员意识

不强所带来的组织和同志的压力。 当前，党组织对党员的管

理和监督失之过宽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如前所述，这也是一

些党员的党员意识薄弱的重要组织原因。作为党的组织，应

当切实认真地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本着对党负责、对

党员负责的精神，坚持对党员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

督。作为党员，无论有多大功劳、有多长党龄，都应当有既

然是党员，就必须接受党组织管理和监督的自觉意识。这不

是对党员个性和个人自由的贬抑和侵吞，而是党的规矩和要

求，是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条件，也是党员不断强化党员意

识的重要途径。 3、实践和修养。党员意识的增强，最终还

是要在改造社会的客观实践和完善自我的修养锤炼中才能真

正得到实现，并且也只能通过工作实践和生活实践得到检验

和确认。具体一点说，增强党员意识，就是要努力做到：工



作任务干在前面，自身学习学在前面，改革开拓闯在前面，

险事难事冲在前面，团结合作做在前面，名利地位让在前面

。 总之，增强党员意识，只能靠做，而不是靠说；群众评判

党员的意识强弱，也是看我们做得怎么样，而不是看我们说

得怎么样。作为党的一员，我愿通过接受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的集中教育，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党员意识，

把党员当作自己的第一身份，不断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努力为党的事业建功立业，为党旗增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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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