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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彰显百年大党的历史主动

史庭龙

（黄冈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冈 438000）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把舵定向，并告诫全党同志必须牢记“三个务必”，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力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升华到二十大提出的“三个务必”，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下，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习路上的历史主动性。“三个务必”在继承“两

个务必”核心要义的继承上做出了新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体现了在新形式下，管党治党的新要求，彰显了百年大党在面

临时代变化的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由历史自觉、历史清醒和政治警惕三部分构成。党的历史自觉是对自身性

质、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深刻认识；党的历史清醒是对使命任务、勇于自我革命、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清醒认识；党的

历史警惕是对国际形势、科技创新和政治生态的主动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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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社会变化和变革能否把握主动，是在社会中采取行动的前提。而一个政党能否在历史变化

中掌握主动，保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历史清醒和历史警惕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一点从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中便能得到印证。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中提出：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①
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

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②
从“两个务必”升华为“三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

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从当年进京的“赶考人”到如今时代的“答卷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情党情国

情发生的深刻变化，把握历史主动，动中求变的政治品质，彰显了党能顺应历史变化担当时代大任的历

史主动。

一、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党的历史自觉

一百年前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相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历经了地主阶级

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后，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取

得一些进步，但终究没能改变中国革命面貌，弄清中国革命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真正觉醒。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高度的历史自觉，肩负起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始终把握时代大势，明确使命任务，把握社会矛盾，将实现共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8-1439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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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作为终身奋斗目标，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各个阶段。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是对自身性质的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决定了它除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其它特殊的利益。中国共

产党是为人民解放而生，为人民幸福而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在百年奋斗史中，始终将

人民放在首位，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

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群众，发展依靠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

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①
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伟大斗

争，这党对自身性质自觉而深刻的认识，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工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易得，始终坚守是党的使

命自觉，在为人民服务的路上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面对风险挑战，敢想敢为，才能

不负人民。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是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

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实践，没有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就不可能科学化解危机，

完成历史使命，实现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觉表现在能深刻的认识到不同社会阶段的社会主要矛

盾，并制定科学的政策方针，完成主要的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时期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

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外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

民主革命。”
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对内有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外有中

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953 年，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

时期总路线。1956 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

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

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

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③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概括:“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④
在此以后，我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生

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3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37 页.

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 24 册)[M].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48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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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
①
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党对社会发展的

不同阶段做出了清醒的认识，科学把握主要矛盾。党在面临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以昂扬的斗争姿态前

进，办成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事，攻克了不少难题。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是对中国未来的预见

自觉的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是顺势而为，谋求发展的前提。唯有正确的预判未来中国的发展情况，

才能让中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一大上便已经确定了

党的最终目标，准确的预判了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在党的历史发展中，十三大上，提出把

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七大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九大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进行了预见，体现了党高度的历史自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

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②
党对未来

五年、十五年甚至是三十年的长远规划，是党对中国未来发展科学预测的生动体现，自觉规划未来发展，

既是在时代变化发展前的历史主动性，又是党能正确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保证。

二、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表明了党的历史清醒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历经百年，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我们党并没有因为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而骄傲自满，而是清醒的认识到，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好

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③
保持高度的清醒，就是党自己要认识到党什么、要干什

么、如何干等问题，坚决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

治党，跨越历史周期律，敢于斗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清醒是认识到使命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于使命任务的把握鲜明地表现为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相结合的特点。
④
党的最终目标

的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的使命任务完成，是由许许多多不同阶段的使命任务共同

构成的，党能够清醒的把握不同时期的使命任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党第一次同国民党合作将“打倒列强，除军阀”作为当时的历史任务；大革命失败后，以

在井冈山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开展以土地革命，武装割据的革命斗争为主要的历史使命；抗日战争时期，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7

年,11.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③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④白晓飞.从第三个历史决议看百年大党的政治清醒[J].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2):13-18.



http://www.sinoss.ne

-4-

我们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解放战争时期，党

将彻底解放全中国作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我们党提出将带领全国人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党的二十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

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①
清醒的把握使命任务，是党带领我们攻克可难，实现人民美好

幸福生活的保证。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清醒是勇于自我革命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

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②
我们党“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

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也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得到人民的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始终坚持用自我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八七会议、遵义

会议和延安整风运动中及时纠正了党内错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 1950 年整风运动、1957 年

整风运动等一系列整风运动中，肃清党内不正之风，提高党员党性修养；改革开放以后，党开展了“三

讲”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等教育活动，提高了党的执政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新时期，党着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纠正“四风”问题，严惩腐败问题，用壮士断腕的勇气，刮骨疗

毒、猛药去疴，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中国共产党正是用批判与自我批评，加强理论教育和全面

从严治党的手段来自我革命，来保证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进行中，党要保持历史清醒，用实际行动回答“窑洞之问”，更要坚持用自我革命的武器，才能“跳出历

史周期律”，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清醒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路，举什么样的旗，是关系民族生死存亡，国家繁荣昌盛的大事。

如今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顺，越走越阔，离不开我们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

探索。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道

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做出了很多探索，也走

了不少弯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对中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清醒认识，

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形式下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外

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
③
西方渗透、破坏、颠覆活动不断，中国共产党能统筹大局，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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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一系列措施，是对国际变化的清醒认识，更是对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清醒认识。尽管在这一条路

上荆棘丛生，我们党始终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动摇。

三、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彰显了党的政治警惕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中国共产党安于取得的百年成就，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准确

把握国际大势，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增强忧患意识，就永远也不可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完

成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只有对可能出现的形式变化和严峻斗争做出科学判断，保持高度的警惕，

才能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从容面对各种“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

民族进步之魂，没有对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高度警惕，就没有在国际间进行较量的实力。党内政治生

态关系到党的执政之基，对各种影响党的政治作风问题的向内亮剑，是严肃政治生活，改善政治风气的

重要手段。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警惕是对国际形式的把握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多边主义的大多数人的期待，但是任有一部分国家在看到中国和平崛起后，单边主义迅速抬头，大肆渲

染“修昔底德陷阱”，企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扼杀在摇篮之中。面临西方部分国家对中国崛

起的遏制、污名化，我们党要保持警惕，谨防渗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党准确的把握了世界形式，

世界的不稳定性的因素增加，，我们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尚未建立。针对各种国际

问题，我们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既将各国人民光明前景纳入其中，又超越了民族、种族

的偏见，也是我们全人类在未来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发展问题。我们在警惕西方阴谋，谋求中国和平发

展时，自觉承担着国际责任，“引领‘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推进。”
①

（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警惕是对科学创新的重视

2018 年 4 月 16 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 7 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

敏感产品。2019 年 5 月，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供货给华为。2020 年 5 月，美

国商务部禁止芯片代工厂利用美国设备为华为生产芯片，也禁止华为使用美国的软件和技术来设计芯片，

给予供应商宽限期到 9 月中停止出货。这一次次的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事件，刺痛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

神经，归根结底是我们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关键领域和重要技术上面，被外国“卡脖子”了。面对科技

创新的现实状况，我们务必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把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生死攸关的战略问题。二十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②
科技创新

的军事和国防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实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

①
金灿荣.观察“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五个视角[J].东北亚学刊,2019 年,(03):第 13-17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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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激发全民族科技创新活力，不然就会在新一轮的

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拉大与科技强国的距离。我们要警惕类似的科技扼杀事件的发生，超前

谋划，科学部署，赢得主动，建设科技强国和创新强国，才有在国际竞争中的底气和实力。

（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警惕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政治生态是一个政治组织或系统内,个体与整体、成员与组织、局部与全部的生存状态以及相互关

系的总和,它反映一个政治组织或系统的政治环境,也影响到所处的社会环境。”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指，当前党内存在很严重的腐败和信念丧失问题。从十八大以

来的高压反腐倡廉情况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七个有之”的问题或多或少地存在,影响着党内政治生

态。我们党必须高度警惕破坏党内政治生态的投机份子，正是这些人将错误的思想观念、不当的政治作

风、糊涂的行为习惯，严重撕裂党群关系，引发冲突矛盾，极大破坏了党的形象。如果不严肃党的纪律，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无头乱撞。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鞭策党员，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化。“要不断增

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

好人主义，真正使党员、干部在每一次党内生活中都能有所悟、有所得。”
②

“三个务必”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基础上的智慧结晶，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

政治本色，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自警自励的政治智慧，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时刻保持政治主动的政治品

格，应当成为党员干部走好新征程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保持历史自觉、历史清醒、政治警醒，是中国

共产党能够对自觉认识到自身性质、社会主要矛盾和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是党能清醒的认识到使命任务，

能勇于自我革命，能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党保持警惕，在国际形式变化中警惕西方渗透风险，在国

际竞争中警惕科技创新实力，在党的执政中警惕党内政治生态情况。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动性，永葆生机

活力，赢得人民支持重要的保证。坚持“三个务必”是党政治主动性的生动体现，就是面对在任何时候，

党员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始终保持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和精神力量是我们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精神指引，赢得新时代新征程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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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from "two musts" to "three musts" highlights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century-old Party

Shi Tinglong

(School of Marxism,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Abstract: The Party's twenty report system summarized the work of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new era of ten years,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on a new journey, to the second

centennial goal march steering direction, and warned the whole party comrades must bear in mind the "three musts",

unite and lead the whole Party, the whole arm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From the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two musts" to the

twenty proposed "three musts", in line with The Times, reflect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a century of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situation, striving to realize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road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initiative. The

"Three Musts" has made new progress in inheriting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Two Musts", with richer connotations. It

reflects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governing the Party under the new form and highlights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centennial Party in the face of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CPC's historical initiativ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sobriety and political vigilance. The Party'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http://www.sinoss.ne

-8-

its own natur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he Party's historical clarity mean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its mission

and tasks, the courage to carry out self-revolu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pursue its own path. The historical vigilance of

the Party is the active grasp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olitical ecology.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wo must; Three must; Historical initi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