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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8/2021_2022__E5_8D_81_

E4_B8_83_E5_A4_A7_E8_c26_488647.htm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

十七大开幕式上政治报告用一批新名词彰显了执政党的活力

和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参与十七大报告

调研的专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这份政

治报告最重要的新名词，它说明指导中国发展的理论有了新

的变化。 “这个新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之

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央党校

教授秦刚说，根据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两大任务民族独立解放

和国家繁荣富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别形成了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胡锦涛

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

展。 在这一理论中包含了众多新的名词，“科学发展”和“

和谐社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秦刚介绍，这两个理论

名词反映了中共执政理念已经由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向和谐发

展转变。 “人文关怀” 中共党代会的报告里第一次出现“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字眼。原文是“加强和改进思想

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秦刚认为，这两个

新名词透露了中共“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变化”。“以前思想

政治工作是教育人，现在提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体现了

执政党对人的关怀、社会对人的关爱，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

开始关心人内心的感受，这拉近了执政党与人民的距离。” 

与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一起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是“以人为本

”。胡锦涛的表述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



是以人为本”，并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

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尽管这些主张早前已经提出并被民间广泛传诵，

但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还是第一次。 “票决制” 与“票

决制”这个词第一次见诸党代会报告不同，“票决”的行动

早在此前就已经付诸实施。 中共十三大提出重大问题经投票

决定，后来在重大决策和人事问题上，中共开始实行一人一

票投票决定。 本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

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党建专家甄小英认为

，此举意味着中共有意将这种党内民主形式用一种制度予以

固定，这是中共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成果。 “党员主体地位

”是本次报告的一个新提法。甄小英说，这个名词包含了三

重含义。“党员是党的主人，党员是党内权力的源泉，党员

是党内行动的主体。”她认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说明中

共开始着力理顺党内关系。 “软实力” 相较于中共往届党代

会的政治报告，此次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文化。“文化

软实力”、“文化创造活力”、“文化生产力”、“文化产

业群”等新名词频频闪现。 “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写进党代

会的报告，说明执政党在推进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视文化的

作用。”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重要的

精神支柱，强调文化的力量，既能丰富人民的社会生活，也

能创造不同于科技、经济等的新的发展动力。 中共十七大报

告洋洋洒洒，生态文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服务型政府等

新名词不断涌现，解读它们，需要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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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