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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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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世情
•  时
代背
景

        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恐怖主义危害上

升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

•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国情
•  实
践基
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

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形成的实践基础。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党情

•  现实
依据

        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党员队伍的
数量和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干
部队伍新老交替
不断进行。

    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

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

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

长期执政的党。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党情

•  现实
依据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第一阶段：正式提出

•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

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

• 在同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又指出，始终

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第二阶段：形成体系

• 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

容

• 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

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阐述了贯彻“三

个代表”要求的重要性时提出，贯彻“三个代表”

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

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第三阶段：确立为指导思想
•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全面阐述了“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现实依据、理论基

础、科学内涵、思想精髓、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

•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我们党必

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 2004年写进了国家宪法。



（一）“三个
代表”重要思
想的核心观点

（二）“三个
代表”重要思
想的主要内容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回

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

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

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

思想、观点、论断。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

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

规律，体现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

发展的要求，尤其是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

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

人民权群众的生活水平。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

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

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

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

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

前提

基础

思想保证

思想保证

根本目的 主体，根本力量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重点讲解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重点讲解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l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l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

l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

l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l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开放稳定关系的思想；

l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

l关于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l关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兵之路的思想；

l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



（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持续发展

（二）加强和改进
党的建设，推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持续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

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同时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由人民群众

推动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伟大工

程相互促进的进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党对共产党的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

题，把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

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

体部署。使党能够在世界形势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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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