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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则，中

国共产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党的团结，江泽民作为我

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不例外。他的著作

《江泽民文选》、《论党的建设》等书多处对党的团结

有深刻的论述，形成内容丰富、独特的系统思想观

点，读后颇受教育。笔者曾在《试论江泽民同志对

党内存在的不团结现象的认识与处理》（该文发表

在《西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上）拙文中已有部

分学习心得与读者交流。今年是我党建党九十周

年，值此时机，做此再论，进一步全面、系统的学习

和认识江泽民同志关于党的团结的思想理论观点，

笔者以为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一
什么叫团结？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一是为了集

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

合；二是和睦、友好。一句话，团结就是一个事物为

了自己的目标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的过程和状态。

照此观点，“党的团结”通俗地讲就是指一个政党为

了自己的目标、理想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的过程和状

态。

其实，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团结是任何一个

政党的本质现象。因为堪称为“党”，本身就是无数

人的一个集合体。无数人的结合过程事实上就是

一个团结过程，所以人们习惯把“党”与“团”连在一

起，称之为“党团”。

本文所论的党的团结是指我们党的团结，即中

国共产党的团结，对此，江泽民曾有许多论述和深

刻的认识：

1、他认为党的团结就是指党的“内部更加团

结”。[1]P4，19他曾多次强调这个意思，意指：党的团结

就是指党的内部各要素彼此之间的和谐统一，指全

体党员、各级组织内部和彼此之间要紧密团结，指

党的整个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高度协调一致。

2、他认为党的团结的基础就是理想信念，就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邓小平同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党的基本路线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和巩固坚强的团

结，实现和巩固高度的统一。”[1]P75

3、他认为“各级领导班子首先是中央委员会的

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前提。”“全党同志一定要珍惜、

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这就揭示了党的团结的内

在结构，其由里而外、由上而下至少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即党中央要团结要有权

威。他讲“加强团结，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党中央的

权威”，“如果没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就不可能有

全国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就会变成一盘散

沙”。就是说，党中央是党的核心，讲党的团结首先

是要讲党中央的团结，党中央团结了就能带动全党

上下的紧密团结。

二是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即党的各级领导、各级

领导集体要团结。他讲：“讲团结，首先要讲各级领

导班子的团结”。这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

求。”[1]P74-75各级领导、领导班子是普通党员、普通群众

的榜样，他们的团结是会直接影响到普通党员、整个

党的集体甚至全社会的团结。江泽民特别重视党的

各级领导、各级领导集体的团结问题。他强调指出：

“能不能搞好团结，是衡量和检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素质高低、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1]P230他希望

“各级党委都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搞好自身团结。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坚持党关于团结

的基本原则，做团结的模范。”[2]P607

三是普通党员的团结。普通党员的团结，也是

十分重要的。对他们讲团结，那是讲他们之间的团

结、讲他们与各级组织及其领导集体的团结，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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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因此，江泽民认为：

一定要教育广大的党员，“要珍惜、维护和加强党的

团结。”[1]P37

江泽民的这些论述讲了一个大道理：即党的团

结是一个由里而外、全党上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

紧紧凝聚统一的过程和状态。他指明了党的团结

就是指我们党自身内部“更加团结”，基础就是共产

主义理想信念、党的基本路线，核心就是党中央，关

键就是党的干部、党的领导集体，而全体党员则要

保持与党中央、党的各级组织的高度一致，珍惜、维

护和加强党的团结。

二
团结是任何事物抵御内外风险而获得自己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十分重要。江泽民对党的团结意

义有着很深的认识，他指出：

1、从单位、部门看，党的团结就是我们搞好工

作的前提。他讲“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哪个班子

团结得好，就生气勃勃，能够集中力量搞好工作。

搞‘团团’、‘摊摊’，离心离德，陷于内耗，工作一定

搞不好。”[1]P76

2、从整个民族、国家社会来看，党的团结就是

我们民族事业复兴、国家社会稳定繁荣的决定性环

节。他说：只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党的团结和

党同人民的团结，“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

复兴。”[2]P601他说：我们的“成绩来之不易”，我们之所

以能够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

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

的困难和风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各种

干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

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其中重要的依靠力量还

“是党的高度团结统一。”[2]P533他说：“党的团结，特别

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是社会稳定、事业发展的

决定性环节。”[1]P37“加强党的团结，是同党的命运、国

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P271“团

结就是力量，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

力，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这样。”这是我

们“改革和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一个基本原因。”[1]P75

3、从党自身来讲，党的团结是同“党的命运”相

始终的，是党生存、发展和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

他说“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1]P72“党的力量在于党

的团结。”[1]P121“全党朝气蓬勃，团结奋斗，我们的事

业就有了胜利的保证。”[1]P72“大力加强在党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团结，我们的党、我们的事

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1]P118

总之，在江泽民看来，单位工作能不能搞好，民

族事业能不能复兴，国家社会能不能稳定繁荣，党

是否能生存、是否坚强有力，党的事业能不能取得

成功，都与党的团结分不开。这也就说明，党的团

结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因此，他希望全党甚

至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团结：态度上要高度重视，

理念上要有经营意识，实际上应该努力建设。

三
今年是我党建党九十周年，笔者认为：值此时

机，重新学习、研究、贯彻实践江泽民上述关于党的

团结问题论述的思想观点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一

来我党建党九十周年了，九十年的党史毫无疑问让

我们党员感到骄傲，因为它说明我们党——她有生

命力，她无疑将会永存，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党的历

史长，堆积的历史问题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党

的团结工作就有更多艰辛的工作要做。二来我党现

在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大政党，人数多达八千万

之上，还有源源不断的新血液流进来。党员人数在

不断地增加，队伍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这也是我们感

到骄傲的事实。因为这说明我们党有很好的社会基

础，但也同时说明党的社会性就更突出了，社会化程

度就更高了。党的建设历史告诉我们：党的社会性

越大，社会化程度越高，党的团结问题就越复杂。三

是我们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具有事实上的长期性和

艰巨性。党的近期目标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共同理想，长远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

是造福全人类的千秋事业，实现的难度是可想而知

的！这对于每个党员来讲，对于每个各级党的组织

来讲，无论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干部包括党的高级

干部甚至中央领导干部那都是考验。理想信念是党

的团结的基础。但是从多年的党内斗争和党的工作

情况看，毫无疑问，这是影响党的坚强团结的一个大

问题。四是国际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西方“和平

演变”的图谋始终未灭，我党发展进步的外部环境众

所周知是极其复杂的，如此，党的团结就更显得十分

重要了。正由于如此，笔者以为：值建党九十周年之

际，我们更应该正视国际国内环境和正视党内自身

的问题，继续努力加强党的团结建设。我们相信：只

要我们党更加团结，我们的党就会更加坚强，我们的

未来就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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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nagement strategies on the Yi affair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of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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