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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

话中深刻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

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

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

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

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

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

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

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

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

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

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

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为繁重、更为紧迫。”这一论述充分体

现了处于长期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

党清醒而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党关于居安思危思想的

又一次集中精炼的表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面对实现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

民富裕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义无反

顾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始

终与我们党深切关注祖国前途与民

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交融在一起。因

此，我们党一经诞生，其责任意识和

使命意识即内在地包含忧患意识，忧

患意识既是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

外在体现，也是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得以牢固确立的内在动因。

纵观党90年来的历史，我们看到

党始终把忧患意识作为自己奋斗前

行的精神力量。一般来说，党的忧患

意识总是渗透体现在以下几种情况

中：第一种情况是，在夺取政权的革

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党建立以后的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国内外反

动势力的极其强大和党领导的革命

力量的极其弱小，党处于险恶的形势

和严峻的生存环境下。此时，党要求

得生存和发展，须臾也不能没有忧患

意识。党只有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

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时时处处以

慎之又慎、不能有丝毫的马虎、鲁莽

与闪失的谨慎精神来进行斗争，才能

有效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第二

种情况是，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

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曾几度

被“左”右倾错误思潮影响而使党领

导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这时

党内的健康力量在产生严重忧患意

识的同时进行深刻的反思，为拨乱反

正提供思想力量。如我们党在长征

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以及在延安时

期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党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前后开展的理论与实践活

动，都与忧患意识的推动有着密切的

关系。上述两种情况可以称之为“居

危思危”。第三种情况是，党领导的

伟大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历史发展即

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转折关头，党

以强烈的忧思瞻望未来，激励斗志。

如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

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

关于“两个务必”的论述，又如在实现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实

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历史转折关

头，邓小平关于全党要重新学习的论

述，都集中而强烈地体现了党的忧患

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忧患意

识可以喻之为“居变思危”。第四种

情况是，党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遵循

社会发展规律，依靠人民群众，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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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较为顺利发展并持续取得重大成

就。在这种情况下，党能够一以贯之地

谦虚谨慎，充满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例如，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

“球籍”问题的思考，邓小平关于解决贫

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的忧思，改

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关于坚

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

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不懈奋斗的论

述，都体现了党的关切和忧虑。我们可

以将此时的忧患心态概括为“居安思

危”或“盛世思危”。

如果说，在上述的前三种情况下，

我们党能够树立和保持忧患意识还比

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在上述最后一种

情况下，党仍然能够保持忧患意识，则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丝毫不敢懈怠，时

刻用忧患意识来鞭策自己，这恰恰是中

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独特

品质和显著标志，是我们党政治成熟自

信、从容淡定的生动彰显，这是由党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怀有的强烈社会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内在决定的，是党

的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必然要求。从这

样的角度来理解胡锦涛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中关于“四个考验”、“四个危

险”的论述，我们就会获得新的认识。

首先，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四个考

验”、“四个危险”的论述，是对我们党领

导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充分肯定。从积

极意义上来看，“四个考验”、“四个危

险”之所以出现，其实践基础在于党领

导的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内容和显著特

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是

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

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和人民的

坚定自觉的选择。但同时这场革命又

处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处于国内

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社会矛盾错综繁杂

的社会环境中，党作为全国人民的领导

核心必然面临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

题。从党自身的建设来看，这些新情

况、新问题即比较集中地表现为“四个

考验”、“四个危险”。“四个考验”、“四个

危险”的提出，就是要求我们以坚韧不

拔的意志知难而进，顺利应对考验，切

实消除危险，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此，

敢于提出“四个考验”、“四个危险”，表

明我们党为战胜未来困难和风险而勇

于承担责任的胆略与勇气，体现了党推

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顽

强决心。

其次，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四个考

验”、“四个危险”的论述，是对我们党所

处历史方位和自身状况的清醒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正确地判定了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社会

主要矛盾，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党所处历

史方位的变化，指出我们党现在已经从

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

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

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

遏制并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

建设的党转变为在实行全面开放和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

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首先

使党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因为执政地

位不是永恒的，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和一

成不变，如果弄得不好，党会面临执政

地位被削弱、动摇乃至丧失的风险。这

并非危言耸听。与执政考验相联系，改

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与外部环境

考验，都是执政考验在不同领域、不同

层面的反映，它们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

为执政考验。考验既已存在，就必须有

应对考验的思想准备与得力措施。但

突如其来或纷至沓来的考验，常会使人

们因缺乏足够的思想心理准备而处于

消极被动的应付境地，从而埋下危险的

隐患。针对我们党的现实状况，胡锦涛

总书记概括为“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

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

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这些深刻而一

针见血的概括给人诫训、令人警醒，激

励我们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永不停滞、

永不僵化。

最后，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四个考

验”、“四个危险”的论述，对我们今后进

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明确要

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

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根本的是要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经过多年的理论

与实践探索，我们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

方面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成果，就是要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

设为重点，从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反

腐倡廉等方面全面开展党的建设，以解

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

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

史性课题。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

中提出的“四个考验”是客观存在的事

实，我们不能回避，需要高度重视、认真

对待；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危

险”则是给全党同志敲响的警钟，需要

我们把“四个危险”所关乎的党的思想

路线和精神状态、党的工作能力和执政

能力、党的奋斗宗旨和力量源泉、党的

纯洁性和先进性等方面作为着力点，谋

划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新对策、新

举措，扎扎实实地把新时期党的建设这

一“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胡锦涛总书

记关于“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重要

论断，以高度的忧患意识凝练了当前和

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党的建设中亟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具有长

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而解决好这些

问题则具有指导性、全局性和战略性。

我们要把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结合起

来，把忧患意识转化为奋发进取的不竭

动力，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开

创党建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新局面。□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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