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2期

111    

江泽民关于领导干部素质的思想研究

张剑光　张琰　闫芃燕　冯明明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　要：江泽民对于领导干部素质要求是建立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干部素质思想上的，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面对新世纪的新历史性要求。本文根据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要义，具体阐述了政治

信念坚定、加强学习，主动实践、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树立大局意识、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权力

观等多方面的领导干部素质要求。从人民性、从严性、全局性这三个角度来系统总结江泽民的领导干部素质特征。最后从

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干部素质思想、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干部素质思想、对习近平领导干部素质思想的形

成与发展有奠基作用，这三个角度阐述了江泽民领导干部素质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江泽民；领导干部素质；当代启示

1. 江泽民领导干部素质思想的主体内容

江泽民领导干部素质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邓小平领导干部素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提出

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和国家在新世纪伟大进军提

供了行动指南，也具体阐明了党员干部工作的根本方向、

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江泽民在政治信念、学习、奋斗、

大局观、利益观、权力观等多方面维度对领导干部的素质

进行了严格要求，从而确保高素质党队伍的建设，更好地

履行为人民服务。

1.1 坚定正确的政治理想信念

江泽民对于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十分重视，对毛泽东

提出的“德才兼备”思想中的“德”“才”关系进行重视处理，

为“德才”注入了新思想，其中“德”中的重要标准是讲政

治。一个政党里的干部如果不坚定本党的政治原则，不讲本

党的政治观念，不明白本党的政治关系，那就会失去凝聚力，

失去民心。江泽民指出 , 党的高级干部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开阔的眼界、宽阔的胸襟、较强的领导能力和优良的作风 ,

努力成为加强学习的表率 , 发扬优良作风的表率以及贯彻民

主集中制、增强团结的表率，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

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1]

1．2 加强学习、主动实践

江泽民从提高理论素养和加强业务能力这两方面对领

导干部的学习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从领导干部与党和国家

的工作来看，江泽民将领导干部的学习和党未来的发展联系

起来，提出 :“加强学习的问题 , 我所以对领导干部和全党

同志反复倡导和强调 , 是因为它太重要了 , 关系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 , 关系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2] 并从战略的

高度将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端正干部学风的重要实现

路径。江泽民还指出：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

还要努力钻研业务。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

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3]

同时，江泽民强调：广大干部必须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积

极投身到实践中去，坚持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推向前进。[4]

1.3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江泽民深刻到贪污腐败问题会严重影响到党的纯洁性，

信任一旦崩塌，失去民心，那党的执政地位就无法谈稳固发

展，甚至严重到被腐败侵蚀干净。“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

害最烈的是吏治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

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

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5]

江泽民在牢固廉洁思想上，以人民群众为最终“考官”，以

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为“考纲”，指明了“我们所作的一切

工作和事业，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必须真心实

意地依靠群众才能做好”。

1.4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江泽民面对跨世纪的中国新历史时期，清楚中国的实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2期

    112

际国情，也明白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过程的艰辛和迷茫。对

此，江泽民强调党员干部要深刻把握党的远大理想与艰苦

奋斗的统一性，树立起远大的理想抱负，做到吃苦在先、

享受在后的高尚理想境界。不仅领导干部自身要做到，还

要对自己的家属严格要求，真正把党性贯彻到党员干部生

活的方方面面。

1.5 树立大局意识

江泽民从党在新时期所处的地位和肩负历史使命角度

出发，要求领导干部要树立大局意识，把握抓住好新时代的

机遇，准备应对好新时代的挑战。领导干部要比过去任何时

候都要看重理论学习的提升，维护好国家的团结。江泽民在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6] 将团

结视为全局工作的基础，牢牢把握大局，领导干部要从大局

出发思考问题，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政绩，就把未来更需要为

之奋斗的政治需求给抛向脑后，要时刻提醒自己身为党员就

要以党的生死存亡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6 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江泽民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这个利益观

不仅仅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大小衡量，也不是绝对的牺牲自

我成就大家，而是在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的同时，

对党员、干部应该得到的合法利益坚决给予支持和保障。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泽民人民利

益观的核心内容，是江泽民人民利益观的重要价值取向。[7] 

只有把为人民服务思想真正落实到各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

中，才能切实把握正确的利益观，从而不在利益的取舍问

题上走偏，走错。

1.7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

部倘若品行不端正，滥用权力，欺压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自

然不会信服于他，轻则导致个人威信受损，重则会危机党的

发展之基、立命之本。权力来源于人民，也必定要造福人民，

行使权力时，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利益看淡一些。

这也就是江泽民说的 :“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

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8]

1.8 保持良好家风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重视领导干部家风的建设问题，这

正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唯物辩证主义观。一个家庭的

成员如果歪风邪气，没有良好的家风，再廉洁的干部难免也

会受到影响，尊重事物的客观性、联系性，是把握全局的关

键。江泽民形象地指出了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是反应党风的

“窗口”、是社会风气的“晴雨表”，同时也强调了：各级

领导干部的家风很好 , 就会带动和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和群

体保持良好的家风。[9]

2. 江泽民领导干部素质思想的鲜明特征

2.1 人民性

人民性是“三个代表”的显著特征，是从最大程度上反

应了政党执政的目的。江泽民同志在《论党的建设》一书中

深刻指出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 核心问题是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

脱离群众。”[10] 要想真正把握好人民性的根本方向，那就

要从多维度进行党性的锻炼，领导干部必须坚定政治信念、

勤政为民，在实践中磨练意志、更新知识，学会把握正确的

利益观、权力观。江泽民对党员干部政治信念是否坚定十分

看重，这是关系到党员干部是否清楚自己的信仰，是否理解

党的行动宗旨，在人生规划上，是否会落实党的政策方针，

倘若这一步走偏了，一步错步步错。勤政为民，是从高素质、

高品性的角度来阐述党员干部的工作性质问题即“一切工作

都是为了人民”。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和权力观，是对党员干

部认知的进一步提升，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清楚认

识到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且受人民监督，才能真正把人

民性落实到位。

2.2 从严性

江泽民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重要思想，

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要想稳固执政党地位，就必

须让政党有法可依，让党员干部有党规可行，只有牢牢把握

从严性，规范好党的一切工作性质，才能让人民群众放心，

从根本上树立起有威望、有责任的政党形象。江泽民强调：

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应该纠偏

补弊，激浊扬清，认真加以解决。这是作为执政党，对国家、

人民采取的负责态度。江泽民坚持干部“四化”方针以及“才

德兼备”干部选拔标准，对清正廉洁、群众拥护、作风正派

的干部委以重任，对于那些拉帮结派、投机取巧、政治信念

动摇等不良干部，决不能任用。同时，江泽民对领导干部的

家风问题也十分看重，形象指出干部家风问题是党干部队伍

作风的“窗口”，更是社会风向的重要“晴雨表”，这不仅

关系到家庭和谐伦理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干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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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政治信念，从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党性的丧失。

2.3 全局性

面对跨世纪的新历史时期，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能胜利进入 21 世纪，1995 年 9 月 25 日 -28 日，江泽民

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中讲话阐述了“论十二大关系”，指

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1996 年 3 月 3 日，

江泽民在《关于讲政治》中进一步把政治问题看作大局观，

对推动改革和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000 年 2 月 25 日

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中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从政治

的胆略和全局的战略思维上正确把握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新使命。江泽民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考，都是在把握全局观，

改革、发展、稳定是三位一体的，发展是目标，改革是动力，

稳定是前提。只有把握好全局性问题，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

民群众。

3. 江泽民领导干部素质思想的历史地位

3.1 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干部素质思想

江泽民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导干部素质思想

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其思想内涵。第一，丰富了马克

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独立的、先进的阶级

组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指明，中

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第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党必须坚持

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策略”。江泽民强调“政治”是领导

干部素质能力的首位，不能坚定政治信念的、不为人民服务

的、自身作风有问题的都不能被任用。江泽民特别强调领导

干部要增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坚决抵制反马克

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浪潮，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第三，丰富了列宁提出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要提

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队伍”。江泽民提出，“提高干部队

伍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使广大干部经得起执政和改

革开放的考验，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党

的建设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11]

3.2 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干部素质思想

江泽民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

的领导干部素质思想，江泽民肯定了毛泽东、邓小平对干部

建设和干部教育重要性等问题，也十分重视“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又红又专”、干部“四化”等干部队伍选

任标准，培养党的干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根据新时代要求，江泽民在毛泽东、邓小平领导干部素质思

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大

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

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12] 其中，

政治是高素质的首要标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

决贯彻执行党的决策、坚持走人民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

发，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第二，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

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江泽民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邓小

平的领导干部素质思想，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全方位地

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高度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

要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

指导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第三，积极开展“三讲”教育，加强领导班子建设。1995

年 11 月 8 日，江泽民在北京考察过程中，强调“讲学习、

讲政治、讲正气”，让领导干部深刻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教育，明确了努力方向。第四，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江泽民指出“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

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从严治党是净化党内工作生

活的必要手段，是保持党队伍纯洁性的可靠武器。江泽民通

过“三讲”、“三个代表”和原有的党性教育为基础，在防

腐的过程中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让党员干部能自我意识

到，及时的纠正错误思想。

3.3 对习近平领导干部素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奠基作用

江泽民领导干部素质思想对习近平领导干部素质思想观

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定政治信念。江泽民强调了政治是领导干部

的首要能力，只有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在政治信念信仰方面

站住脚跟。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

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

保证。”[13]

第二，加强理论学习，增强实践动力。江泽民提出的

高素质队伍建设中，领导干部学习能力的提升，实践能力的

发展都是新时代政党执政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强调“坚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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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的统一”，通过学习提高自己，更好地进行实践。

习近平指出，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14]

同时，习近平还强调了：“好干部除了要加强学习，

还要加强实践。”

第三，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廉洁自律是江泽民反复强

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

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

崩离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腐

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 , 反腐败是最彻底

的自我革命。”[15] 习近平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

工作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首要。

第四，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江泽民强调经济越是发展 ,

物质生活条件越是改善 , 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就越要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 , 越要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2019 年底，习

近平总书记就经济发展再次强调 :“要改进领导经济工作的

方式方法，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持续为基层减负，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资源真正用到发展经济和改善

民生上来。”[16]

第五，树立大局意识。江泽民对于全局意识的把控十

分重视，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全局观，严格要求自己，不

能“因事小就任为之”，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一项

决策的实施都可能会影响社会、人民群众。习近平指出由于

干部的特殊身份，可能其一言一行都会被置于“放大镜”下

去观察和议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更要谨小慎微，做好细节。

领导干部的“一篇讲话、一次活动、一项决策、一个部署，

甚至一餐饭，一杯酒，都会影响着周、影响着社会，都会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党的形象。”[17]

第六，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江泽民强调要把个人的利

益看淡一些，服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正如习近平所说：

“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

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习近平强调“必须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

幸福而努力奋斗”[18]

第七，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江泽民强调领导干部必须

正确认识手中权力的性质，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

平指出 :“要以上率下，从最高部门、从最高领导抓起，从

各地党委的最高领导做起，要做到对党忠诚，严格遵守党章

党规，按制度办事，要埋头在为百姓谋利益的事业中，在任

何时候特权都不允许存在，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党的制度

和规矩。”[19]

第八，保持良好家风。江泽民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家

风建设问题。同样，习近平指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家庭 , 健康的家庭生活 , 可以滋养身心 , 激励领导干部专心

致志工作”。 习近平曾在讲话中要求党员领导干部 :“每

一位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 廉洁修身、廉

洁持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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