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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赶考的先声 
——中共胜利前夕对党的建设新课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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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充满责任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清醒地

直面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加强制度建设，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民主，强化纪律；强调在胜

利面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力戒腐败变质；提出要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提高治国理政本领。

这一系列推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探索，为后来的全面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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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自身建

设，努力推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加强了自身

先进性，历练了治国理政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全面

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全面执政的先声 

即将从战争走向和平，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局

部执政到全面执政，进京建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

说历史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要求也更高了
[1]
。

能不能领导好政权建设，领导好经济工作，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继续奋斗？能

不能经受住执政的新考验，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被

权力、地位和各种捧场、诱惑所腐蚀？对此，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给予极大关注，保持清醒执政意识和

忧患意识，并初步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新课题。 

（一）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建设民主团结统一的强

大政党 

解放战争开始后，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加强

党的统一领导和纪律性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为此，

1948 年 1 月 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

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

书记亲自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

综合报告。随后，党中央又接连发出《关于严格执

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执行报告制度的重

要性》等文电，进一步阐明了克服无纪律、无政府

状态，加强纪律性和发展民主的重要性。这一系列

有关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斗争，加强党

的集中统一和纪律性，建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的指示和决议，极大地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确保了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在党的统一领导

下进行，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对推进革命胜利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同时，党中央高

度重视在党内建立起“正规的民主生活”。1948 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

务。强调指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

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
[2]（p1349）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

议的决议》，对于建立和扩大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

问题作出了规定。不久，针对一些领导机关个人包

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浓厚的情况，党中央

又专门下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

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实行集

体领导。 

仅有正确的制度，如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

是要发生问题。为此，毛泽东在 1949 年 3 月七届二

中全会上科学具体地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

则下做好工作的问题，提出了 12 种方法。这是中国

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政治生

活中的运用和发展，为建设统一的新中国起到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 

（二）保持忧患清醒意识，执政为民，防止蜕化变

质，脱离群众 

面对全国性胜利的形势，放眼历史，远有李自

成，近有洪秀全，因骄奢淫逸由盛到衰、丧失政权

的惨痛教训催人反思和警醒；立足现实，一些共产

党员因胜利骄傲而腐化变质也预示着黄炎培的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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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嘉庚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怎样避免党执政

后重蹈李自成式的覆辙，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复

思考的大事。 

早在 1947 年 9 月 1 日，刘少奇在城市工作会议

上就指出：在历史上因为进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

自成就是这样。我们要反对贪污腐化。进城之前要

有准备，进城之后要有纪律，要委派负责人组织强

有力的领导机关，要给进城工作的人员讲清楚，一

定要守纪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3](p91)

。 

1948 年 3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

部联合印发《甲申三百年祭》，在前言中指出：文

章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

志，无论遇到何种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

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

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

覆辙。同年 6 月，新华社编发《列宁论苏维埃机关

人员应如何工作？》一文，指出：随着人民革命战

争的迅速发展，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必须对成万万

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负责了。我们的每一项工作中，

是否存在着潦草拖延，缺乏效率，缺乏纪律性，对

群众利益缺乏热情和责任心等官僚主义现象，都会

影响甚至决定人民的苦乐祸福和生死；向这种官僚

主义作严肃的和反复不断的斗争，以便把我们各方

面的工作大大改进一步，是过去一年间和今后继续

整党整政整军和三查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  

面对即将接管全国政权，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不止一次警告：革命胜利

后要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问题复杂，危险更

大，我们可能犯错误，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别人也

能推翻我们的，我们可能要失败。朱德指出：共产

党员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满，最害怕的也就是自满，

因为一有自满就糟了，就不能前进了。刘少奇指出：

“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

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

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

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

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

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

因此，党必须“注意到这一方面”
[3](p169)

。毛泽东对

此更是十分清醒。在 1949 年一月政治局会议前后，

他就要求其他领导人认真思考“进城以后到底怎么

办？”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谆谆告诫全

党：更伟大、更艰苦的工作决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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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政治

本色。为防止党内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会议专门做

出 6 条规定。 

会后，中共中央于 1949 年 3 月 25 日离开西柏

坡迁往北京。路上，毛泽东形象地把今后党领导建

设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比作“进京赶考去”，并意味

深长地同周恩来讨论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

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等问题。在提出“赶考”、“不

做李自成”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同时，党中央着手谋

划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和自身建设
[4]
。 

（三）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提高执政本领 

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党的领导能力也

由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转向执政的能力。为适应新

形势新任务的变化，党中央、毛泽东一再强调全党

必须加强学习，尤其是对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学

习，建设一个新世界。 

首先，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政策水平。1948

年 12 月，中共中央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各级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普遍地提高到应有的

高度，就将不能适应全国胜利的局面和建设新中国

的历史要求。为此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具体的有效的

办法，来组织与领导这种学习。同年 12 月，刘少奇

在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指出：“不是说胜

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

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

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过去工作做得不

坏，假如学了理论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使工

作更前进一步。否则，就有一种危险，就是要后退

一步，因为中国革命胜利了，情况更加复杂，不能

前进，就要后退”
[5](p412-413)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

上也强调，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要普遍地宣传马

克思主义。全会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具体部

署，确定了 12 本马列著作作为干部必读书。 

其次，必须加强文化和专门知识教育，增强实

际本领。从如何巩固政权、执政地位和执政为民的

高度，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要用极大的努力学会新

本领，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人才。早在 1948 年 2 月 25 日，毛

泽东即致电各中央局和分局、前委并中央工委，提

出“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

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

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
 [6](p71-71)

。同年 9 月，他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

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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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

干部。他还特别强调了学习工业和做生意问题，指

出：“全党要提出这个问题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

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

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6](p138)

 

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严重的战争

时期业已过去，党的领导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

式。为此，1949 年 2 月，毛泽东指出：要把军队变

为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

理城市”，城市工作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

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

发生极大困难”
[2](p1405-1406)

。 

1948 年 7 月 1 日、1949 年 2 月 15 日，中共中

央西北局先后发布关于在职干部的学习指示，号召

所属各级党委迅速建立与加强以行政首长为首的在

职干部学习委员会，保证所有在职干部每天平均有

两小时学习理论、政策和文化。1948 年 11 月 7 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要求所有党员和干部都必须努力地迅速地提高自己

的理论、政治、政策与策略思想水平，所有文化水

平低的党员和干部，都必须努力地迅速地提高自己

的文化水平。东北局宣传部也于 1949 年 5 月 27 日

公布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与东北军区直属各机

关在职干部学习计划，要求一切工作部门的干部都

要认真学习和研究目前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

政策及其有关的各种问题，并以此为前提去研究与

提高本部门的业务，以便更好地配合完成党的中心

任务。 

对党的建设新课题的解答，标志着中共政治成

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也充分反映中共已经有能力

有把握取得和建设全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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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inger of Beijing Exam 
——Solution to the New topics of party building on the eve of CCP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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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coming victor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eaded by Mao Zedong fell up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hardships, and in the presence of new situations and new tasks, it promote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to a united, democratic and disciplinary ruling party by ordering the party members not to be proud and 
corrupt and to value study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ability to administer a country, which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subsequent comprehensive r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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