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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个 先 锋 队 ”
理 论 对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新贡献

余 章 宝

内容提要 江泽民 关 于党的
“

两 个先锋队
”
理 论

,

是对我党的性质和特征的 一 个新认识
、

新概括
、

新表述
,

它表明 中国共产党 不仅具有 工 人阶级 先锋队这一 马 克思 主 义政党的普遍特征
,

而 且具 有中国人 民和 中

华 民族先锋 队的 特殊性 它 表明 中国共产 党具有 坚 实的 阶级基础和 广泛 的群众基础
、

关键词 工人阶级 人 民群众 中国共产 党

江泽 民同志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大

会 上
,

明确提出我党是 中国工人阶级 先锋队
,

同时也是 中国人民和 中华 民族先锋队的
“

两个

先锋队
”

理论
。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 中又重 申了

这一理论
。

并月把这一新表述庄严地写进了 自

己的新党章
。

这一新表述是对我党性质和执政

规律的一个新认识
、

新概括
。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 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

者
,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的

代表
。

那么
,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 自己

的政党共产党仅仅理解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如

果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
,

那么
,

由于 中国是

一个农业大国
,

从新 民主主 义革命过程来看
,

中国共产党以农 民党员为绝大多数
,

又如何认

识其性质呢 特别重要的是
,

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理解扩大党 的群众基础这一现实问题呢

为了认清这一系列问题
,

我们必须 回到马克思

主义创始 人的历史实践 和中国的特殊 国情 中

去考察
。

众所周知
,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无产 阶

级政党 的理论主要建立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

会认识的基础
。

如恩格斯所说
, “

一般说来
,

这里把英 国当作资产阶级经济发展 的典型 国

家
,

而把法 国当作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 国

家
。 ” 〔‘〕‘ 当时

,

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具有以下

特点

一 这些 国家通过不 同的方式进行 了具

有重要历史意义 的近代政治革命
,

从封建主

义 的栓桔 中解放 出来
,

完成 了 “

政治解放
”

的

任务
。

所谓政治解放就是打倒封建专制制度
,

摧毁一切等级
、

公会
、

行帮和 特权 的革命
,

是

资产阶级性质 的革命
。

这一革命虽 然有它 的

局限性
,

却是达到人类解放的一个步骤
。

马克

思 对这一 政治解放 的意义 作 了充分 的肯定
,

“

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
,

⋯ ⋯在迄今为止

的世界范围内
,

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
。 ” 圈

‘
·

‘ 政治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扫清 了封建 主

义各种羁绊
。

在这样的社会中
,

工人阶级 面临

的革命任务就是在政治革命基础上
,

争取人

类解放
。

因而革命的对象直接就是 资本 主义

关系本身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马克思把无产

阶级看成是资产 阶级 的掘墓人
,

无产阶级 革

命所要 消灭 的不是一般 的私有制
,

而是资本

主义的私有制
。

《二 在进行政治解放的过程 中
,

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已经摆脱 了封建教权的束缚
,

建立 了

独立的民族国家
。

我们知道
,

中世纪时
,

所有欧

洲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
,

所有受过教育的人

都使用拉丁语 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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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会
,

存在于拉
一

丁语
、

神圣罗马帝 国中
,

因而

在欧洲整个中世纪封建统治国家中
,

民众还不

知道应该忠于 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 “

大多数人认

为 自己 首先是基督教徒
,

其次才是某一地区如

勃 良第或康尔活的居民
,

只是最后
—

如果实

在要说的话 —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 ”曰

帅
一

马在西欧
,

民族主义不是天然的情感
,

而是

近代欧洲历史的一种现象
,

直到 世纪西欧资

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
,

才呈现其

近代形式
。

英国
“

光荣革命
”

和法 国革命大大地

促进了民族主义发展
,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
,

民族主义已经在欧洲获得胜利
。

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
,

民族主义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 民

地各从属民族人民中觉醒并行动起来
。 一

灿

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
,

史学家把资本主义的政治

革命同时看成是民族革命
。

列宁也强调
“

毫无疑

问
,

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的川 ‘ “ 。

总之
,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

其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
。

可是
,

当这个 已经独立 的民族 国家成 了资

产阶级的天堂和工人阶级的地狱时
,

它也就证

明民族 国家原来是资产 阶级 的 国家
,

因而
“

工

人没有祖 国
” 川 ‘ “ ,

要想 获得解放
,

只有联合

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
。

因而马克思说工人阶级

运动是国际性的
,

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在发达 国

家同时取得 的
。 ‘〕‘

·

“ ‘,

三 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实现资本主义工

业化
,

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
,

其社会结构

变得越来越简单化
。

马克思曾详细论述了资本

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结构不断

简单化的过程
,

认为在资本主义竞争法则下
,

一

方面
,

小土地所有者最终被大土地所有者吞并
、

破产而转化为工人 另一方面
,

大土地所有者成

为工业资本家
。

这样
,

封建地产不断地转化为商

品
,

旧贵族彻底没落和资本家阶级最后形成
,

“

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

别消失
,

以致于在居民中大体 上只剩下两个阶

级 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 ‘ 。

在马克思时

代
,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最为充分
,

社会结构最为

单纯和简单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笼罩 了整

个生产
。

当时的英国已经没有农民
,

土地集中并

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和经营
。

英国的产业

工 人在劳动者 中已经 占绝大多数
,

工人阶级是

人民群众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力量
。

这种简单二

元分化的社会阶级结构表明
,

发达的资本主义

社会 的 工 人 阶级就代表 了人 民群众 中的绝大

多数
。

正是基于这样 的历史条件
,

马克思主义

创 始人才把工人 阶级运动本身看成是绝大多

数人的
、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独立运动
,

从

而 也就把 自己 的政党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

要 正确地揭示 中国共产党 的性质和执政

规律
,

需要从认 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开始
。

近代 中国是一个人 口 众多
、

幅员辽阔
、

矛

盾复杂
、

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 的半殖 民地

半封建 的国家
,

与马克思所说的典型资本主义

国家相 比有着 自己的特殊性
。

一 与英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已经完成近

代政治革命相对照
,

中国并没有完成打倒封建

主义这一“
政治解放

”
的任务

。

由于中国民族资

产阶级 的软弱性
,

旧式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

虽

然在形式上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
,

但没有完成

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
。

在经济上
,

中国工人阶

级除 了受 到来 自外 国和本 国的资产阶级 的剥

削外
,

还受到诸如包身工制
、

把头制
、

监工制
、

学徒制等本国封建关系的勒索和压榨
。

因为没

有完成政治解放
,

中国工人不仅在经济上倍受

压迫
,

而 巨在政治 上深受封建专制政治的迫

害
,

无 论是腐败 的清政府还是反动 的北洋军 阀

政府
,

都剥夺
一

了中国工人的一切集会
、

言论
、

罢

工
、

组织 会的权利
。

这样
,

中国工人阶级与发达 的资本主义社

会 的工人 阶级相 比
,

所处 的历史阶段是 不 同

的
, “

在这 个阶段上
,

无产 阶级不是 同自己 的敌

人作 斗争
,

币是 同 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
,

即同专制君主制 的残余
、

地 主
、

非工业资产者

和小资产者作斗争
。 ” ‘

·

“ 正因为封建主义和

中国人 民大众 的矛盾是 中国近代社会 的基本

矛盾之一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首先要

联 合 自己 的敌 人 —资产 阶级政 党去完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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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

同时在这一过程 中又要

反对资产阶级
。

正如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

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 》中所指

出的那样
“

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党人

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
,

就是你们必须 以共

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
,

适应欧洲各

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
,

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

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 民
、

需要解决 的 斗争任务

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 中世纪残余这样 的条

件
。 ” 〔〕‘ 了田正是这种社会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

党不仅要领导工人阶级
,

同时还要承担领导 中

国广大人民大众的任务
,

从而决定 中国共产党

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

同时也是中国人 民

的先锋队
。

二 中国共产党所诞生的中国
,

还是一个

落后的农业国
。

由于 自然经济的长期束缚
,

使

得中国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得不到正常发展
,

直到 世纪 中叶还没有能完成手工工场的发

育而进人大机器工业时代
。

因而 自给 自足的自

然经济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
。

在这样一个半

封建半殖 民地 的国家中
,

社会结构极其复杂
,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

中国近代社会既存在着资

产阶级
、

无产 阶级
,

也有地主和农民阶级
,

其中

农民阶级在人 口 中占绝大多数
,

除此之外
,

还

有包括知识分子
、

小商人
、

手工业者和 自由职

业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以及无业游民
。

因而中

国近代社会还没有达到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

其他阶级 已经被资本主义大工业消灭 了
,

只剩

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
。

一方面
,

中

国资产阶级特别弱小
,

正如列宁所感 叹 的那

样
,

苦于资本主义不发达
,

其
“

最重要的特点就

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 占统治地位
,

因此
,

还谈

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
”

气 另一方面
,

我

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得十分缓慢
,

他们虽然

早在 世纪 年代就先于 民族资产阶级而产

生
,

但直到七十年后的
“

五四运动
”

才发展到

万人左右
。

这样缓慢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工人成

长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

同时与中国当时有四亿

多的总人 口相 比
,

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总人 口

中所占比重很小
。

更为重要 的是
,

以毛泽东 为代表 的共产党

人
,

创造性地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针

对党 长期在农村 领导革命
,

不可能有那么 多

的工人这一实际情况
,

中国共产党人在创立

农 村根据地 过 程 中
,

就 开 始 吸 收 非 工 人 阶

级 —农 民人党来增进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

党的影响力和战斗力
。

在这期间
,

工人党员所

占比例 由 年 的
,

下 降到 年 时 的
。

遵义会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

地位后
,

他开始从理论上提出既反对放弃党是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

把党变成农民党或小资产

阶级党的右倾错误
,

同时又 与不考虑中国革命

实际
,

排斥非工人阶级成分的先进分子人党的
“

左
”

倾关门主义错误作斗争
。

同时
,

坚持用马克

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
,

要求党员不仅在

组织上人党
,

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
。

可见
,

正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少
,

同时
,

中国革命走 的是农村包 围城市的道路
,

因而
,

决定 了 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像在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那样
,

纯粹是 由工人阶级组成 的先锋 队
。

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 比
,

中国的农民 占人

民群众 的大多数
,

因而我国工人阶级与广大人

民群众还不是一个相统一 的概念
。

正 因为如

此
,

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仅是工人阶级 的先锋

队
,

同时也必然是 中国人 民的先锋 队
,

是广大

中国人民的政党
。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体现了马

克思主 义政党学说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品质
。

三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华民族处于沉重

的民族危机的关头
,

因而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

之 间的矛盾是 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矛

盾
。

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而言
,

民族革命

本是资产阶级的任务
,

可是 由于 中国资产阶级

的软弱性
,

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又要肩负救亡 图

存
,

争取中华 民族独立和统一 的历史责任
。

中

国共产党具有 自身的民族性
。

为了打败 日本帝国主义
,

取得民族独立和

解放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深

人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

早在瓦窑堡会议决

议中
,

毛泽东就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

级的先锋队
,

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
、

雇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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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

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
。

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

全民族的先锋队
,

因此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

张而奋斗的人
,

都可以加人共产党
。

一切在民族

革命与土地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斗的战士
,

都应

该吸收人党
,

担负起党在各方面的工作
。

决议还

强调
“

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
,

但不是主要的

标准
。

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
,

把许

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
,

锻炼成

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 。

在记念 中国共产党诞生 周年 《共产党

人 发刊词 》中
,

毛泽东从党 的奋斗史和中国近

代国情出发
,

论证了
“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

性的党
,

也 已经是一个群众性 的党
” , ‘认 并

且
,

把
“

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
、

广大群众性的
、

思

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

中国共产党
”

作为我党的光荣任务圈恤“ 。

因为
“

指导伟大的革命
,

要有伟大的党 ⋯ ⋯在一个四

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
,

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

革命
,

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

的
” ,

所以
“

我们党的组织要 向全国发展
”川〔“ “ ,

“

我们有权利称我们代表全民族
” 〔 ‘“ ‘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

为了扩

大党的群众基础
,

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 中华民

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大党
,

坚持向全中国人 民和

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 敞开组织大 门
。

他强调
“

为了克服 困难
,

战胜敌人
,

建设新 中国
,

共产

党必须扩大 自己 的组织
,

向着真诚革命
、

信仰

党的主义
、

拥护党的政策
、

并愿意服从纪律
、

努

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
,

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
。

在这里
,

关

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
。 ” ‘ 一

铆针对当时

党内对知识分子人党存在着疑虑
,

他于 年

还专门给中央写 了一个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

的决定
,

要求党要
“

吸收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

加党
,

参加军队
,

参加政府的工作
” 「〕‘ “‘ , 。

正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 整合 了全 国各阶级

和阶层的先进分子
,

才为 中华 民族赢得 了一个

民族独立
、

主权完 整 的新 中国
,

从而也为 中国

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政党奠定了合法性
。

因

而 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 中国工人阶级而且也

代表着全国人民群众
、

代表着整个中华 民族
,

从而
,

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

江泽 民同志
“

两个先锋 队
”

理论
,

回答和澄

清 了一 系列 长期 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 的重大

问题
。

只有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两个先锋队的

辩证统一
,

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 自己 的历

史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

中国共产党 的产生是近代 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 日

起
,

就把 自己定为 中国工人阶级 的政党
,

并且

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

中国共产党

的这一基本性质是 由马克思 主义政党 的阶级

性规定的
。

中国共产党除了是工人阶级先锋队

这一普遍规定性外
,

还具有 自己的特殊性即它

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

只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规定性而没有看到中

国共产党的特殊规定性
,

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理

解为两个先锋队的辩证统一
,

就不能在理论上

回答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党

员 占绝大多数
,

而我们党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这一问题
。

否则
,

要么教条式地认为
,

既然由

于农民党员 占绝大多数
,

那么
,

中国共产党就是

一个农民党
,

而不是工人阶级政党
。

这样也就根

本否认 了共产党的先进性
,

从而导致否认中国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错误
。

要么认为党

员的阶级基础与党的性质没有太大的关系
,

这

实际上也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这一基本规定性
,

并且
,

这又与强调共

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相矛盾
。

正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既是 中国工人阶级

先锋队
,

同时又是 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
,

从而我们党把 自己的群众基础深深扎根于

人 民群众之中
。

众所周知
,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

史范畴
,

其内容随着社会历史 的发展而变化
,

抗 日战争时期
,

一切抗 日的阶级
、

阶层和社会集

团
,

都属于人民群众范畴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接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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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
、

职员
、

小业主以及部分民族资本家
、

开明地

主人党
。

同样
,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
,

一切赞成
、

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

级
、

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畴
。

显而易见
,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

和技术人员
、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

个体户
、

私营企业主
、

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
、

自由

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

由于他们通过诚实劳动和

工作
,

通过合法经营
,

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

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
。

他们与工人
、

农民
、

知识分子
、

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一起
,

都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

也是属于人民

群众范畴
。

因而他们中的那些承认党的纲领和章

程
、

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
、

经过长期考

验
、

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先进分子完全可以吸收

到党内来
,

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他们的

思想政治觉悟
。

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 如果承认 中

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 民和中华 民族的先锋 队
,

就会导致
“

全民党
” 。

事实上
,

毛泽东早在抗战

胜利前夕就肯定 了 中国共产党 已经是全 国性

和全民族的政党
。

但是
,

代表中国工人阶级
、

中

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中国共产党与西方
“

全 民

党
”

有着本质的区别
。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 》所揭露 的那样
,

资产 阶级从它产生 的

那天开始就声称 自己代表
“

人 民利益
” ,

但这 只

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把戏
。

他们为了维护 自

己的统治总是尽力地把 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

是社会的共同利益 〔‘〕‘ ‘ 一 。

越是为了少数人

利益的政党
,

它越是要极力把 自己打扮成代表

全体人 民利益的党
。

特别由于为了获得执政的

合法性
,

为了尽可能地获取选票支持
,

不得不

向人 民作出一点让步
。

但是
,

这种所谓的
“

全民

党
” ,

终究不能掩盖和改变它立党为私的剥削

阶级本性
。

而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

立党为公
,

执政为民
,

这是我们党同

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

“

两个先锋队
”

理论为我们完整地理解
“

三个

代表
”

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
、

执政之基
、

力量之源

提供了总体性的和全新的理论范式
。

正是因为中

国共产党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
,

因而我们党才

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
,

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时

代性
,

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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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认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

级先锋队也就否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时

代性 也就否认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一普遍规定性
〔

同时
,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
,

同是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
,

我们党才真正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
。

正是由于我们党具有广大的群众基

础
,

我们党才永葆创造力
、

凝聚力
、

影响力和战斗

力
。

如果否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
,

不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不仅是工人阶

级的领导者
,

而且是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者
,

也

就否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

族进行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革命历史 也

就否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工人阶级的选

择
,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史的选择

也就否认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凝聚全国人民人心

的主心骨
,

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也就否认了中国共产党作

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执政党的合法性 也就

否认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这一特殊规

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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