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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务必”的三重逻辑探析

王炳林  王晓佳

[摘  要 ] 从理论逻辑来看，“三个务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

性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从历史逻辑来看，

“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积淀，其核心要义是我们党百

年奋斗的一贯遵循和自觉行动。从实践逻辑来看，“三个务必”各有侧重

又内在统一，共同作用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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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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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1-2)“三个务必”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光荣传统的凝练表达和理论升华，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强党的新要求。梳理“三个务必”的三重

逻辑，有助于从整体上深入领会“三个务必”的精髓，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一、“三个务必”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为行动指南，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

问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三个务必”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是中国化时代

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第一，“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2](P8)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

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411)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

级利益最忠实、最广泛、最长远的代表者。因此，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就成为无产阶级锐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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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引导无产阶级在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由自发走向自觉。马克思还在《法兰西内战》

中批判了某些国家和国家机关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进而指出无产阶

级在“对全社会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4](P139) 的激励下可以防止这一现象。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反复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规律，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够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使命。初心使命

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信念的根基和动力源泉。1925 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表达了

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初步理解，他认为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

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5](P21)1941 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更为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6](P809)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

国共产党关于人民群众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的核心灵魂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坚持人民至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丰富和发展。

2015 年，习近平在充分肯定国测一大队老队员老党员的卓著功勋后首次使用“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一语对全国广大共产党员提出殷切希望。2016 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大会上再次发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号召。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上升为大会主题。2020 年，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

讲话中详细阐述了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六点要求。2021 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结为百年党史的主题。“务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条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彰显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

不懈追求。

第二，“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

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而发展的道路则是迂回曲折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文中借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7](P180) 来批判设想革命发展

道路笔直又平坦的“左派”幼稚病，说明革命事业十分艰巨，有高潮也有低潮，无产阶级政党要根

据革命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战略策略。毛泽东多次强调：“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

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8](P15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顺境和胜利时谦虚谨慎、居安思危，逆境和失

败时艰苦奋斗、勇毅前行，这是事业成功的辩证法。1936 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时首次

使用“艰苦奋斗”的概念，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凭借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人民的信任。1949 年，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要警

惕“四种情绪”和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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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P1438-1439)1987 年，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政务院总理李根

模时讲到第一个百年已经过去 38 年，“以后的六十二年，我们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很谨慎，并

且要艰苦奋斗”。[10](P3)1997 年，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倡大力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认为应当将这种精神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胡锦涛强

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并进一步从民族、国家和政党的角度对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作出全新概括。

2013 年，习近平到西柏坡调研指导时强调领导干部要对标问题，以身作则坚持“两个务必”，

改进党的作风。其后，习近平多次将“两个务必”与中国共产党人忧党、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联

系起来。2019 年，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

思想永远都不能因为物质条件的富裕而丢弃。2021 年，习近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比作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号召全党“要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

续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为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1]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两个务必”浓缩为一条，

作为“三个务必”的重要内容，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突显了新时代继续踔厉奋发、笃

行不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三，“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内在要求。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

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分析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

是斗争的来源，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此斗争也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宏观上讲，斗争的性质

会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微观上讲，各个领域的具体矛盾又决定着和谁斗争、斗争

什么以及怎样斗争。“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仅在《共产党宣言》

正文中，“斗争”一词就出现了 38 次。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 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指

出无产阶级的斗争包括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三个方面。1871 年，

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讲到“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

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12](P354) 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要迎难而上。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尽管“斗争”的语义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斗争精神是永恒的。敢

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革命年代，毛泽东依托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

阐述过许多关于斗争的理论，涉及阶级斗争，武装斗争、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等。1962 年，毛泽东

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斗争作出新的阐释，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必须准备进行

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3](P302)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导人还从

一些具体领域具体方面乃至具体事件上论述斗争问题，如国际反霸斗争、同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作

斗争、同错误思潮作斗争、反腐败斗争、军事斗争、抗洪抢险的伟大斗争，等等。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4](P82) 我们党在新时代继续强调发扬斗争精神，

进行伟大斗争，就是“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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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矛盾”，[15](P1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7 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四个伟大”的治国方针。

2019 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集中阐释了伟大斗争的

目标任务、内涵特点和策略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

的重要内容，彰显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征程赢得新胜利的志气、骨气、底气。

二、“三个务必”的历史逻辑

提出“三个务必”是党的二十大的重大创新，这个创新不是突如其来的，有深厚的历史根基，

其思想内涵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演进，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显示威力，在辉煌的历史成就中彰

显价值。

第一，“三个务必”的思想内涵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这一时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要表现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初心”“使命”的概念“虽

然是新时代才提出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价值立场和奋斗目标”。[16] 党的一大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

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7](P1) 这表明，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又转化为党的宗旨意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等。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主要表现为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同时在革命胜利面前保

持头脑清醒，戒骄戒躁。1935 年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克娄山关，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

毛泽东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表达了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上不怕牺牲、不惧艰险、

阔步向前的豪迈姿态。1944 年，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毛泽东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

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告诫全党以史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其后，1945

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和 1949 年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论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对永葆政治本色的深刻忧思，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历史担当。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主要表现为在革命战争中分清敌友，保存并发展壮大自己，直至取得

最终胜利。1927 年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

命才能牢牢把握斗争的主动权。1935 年，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

受挫的危急关头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左”倾错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抗日

战争期间，党中央为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

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来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

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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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个务必”的思想内涵传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要表现为党创造性地通过“一化三改”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

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更好地维

护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4 年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使得人民当家作主有了根本制度保证。1957 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 1952

年提高 24.5%，其中城镇居民提高 31.7%，农民提高 16.8%。[18](P473)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主要表现为发挥“两个务必”的威力，遏制并克服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

腐化堕落，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1951 年 12 月至 1952 年 10 月，全国范围内相继开展“三

反”“五反”运动。党中央及时抓住刘青山、张子善等典型重大案件严肃处理，教育了党员干部，

对形成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党风政风和厉行节约、爱护国家财产的社会风气发挥了积极作用。后

来，鉴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的深刻教训，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还多次强调要处理好

党群干群关系。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主要表现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政府开展大

规模的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成功组织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打击不法投机资本，

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的安居乐业，稳定了社会秩序。1950 年，党和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历史性决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为我

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第三，“三个务必”的思想内涵赓续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要表现为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着力解决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

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

革和经济特区的设立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1997 年，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正式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人民权益得到更为有效的保障。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免除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 1 335 亿元。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主要表现为全党毫不松懈地践行“两个务必”。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部分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甚至卷进经济犯罪等现象，党中央号召抓紧艰苦

奋斗精神教育，保持艰苦奋斗传统，纠正党内不良风气，净化社会风气。1979 年《关于高级干部

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 1982 年《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相继出台。“三讲”

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等都是与时俱进弘扬“两个务必”的具体表现。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主要表现为不断克服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保证社会主义的发

展方向，保持社会和谐稳定。1989 年，我国经受住了政治风波的考验，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定不移改革开放。2003 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互助、和衷共济，最终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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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非典疫情。2008 年的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大雪无情人有情，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让世界刮目相看。

第四，“三个务必”的思想内涵贯穿于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新时代以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要表现为党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2019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在全党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统一、政治团结和行动一致。“务必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

根本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2020 年，

现行标准下 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2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 120 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 883 元，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稳步朝着共同富裕

目标迈进。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主要表现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作好表率。2012 年，党中央

直面现实问题出台八项规定，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2016 年 11 月颁布

实行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党内生活质量提供

了基本遵循。十年间，中央部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连年压减，从 2012 年实际支出 74.25 亿元

减少到 2021 年实际支出 26.81 亿元，全党同志谦虚学习、谨慎作为、锲而不舍、攻坚克难，不断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主要表现为全党坚定不移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破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党中央科学决策、扎实部署，全国上下勠力同心、众志成城，

尽最大的努力将疫情对生命安全的冲击降低到最小。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衰退，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意识形态领域，新时代的意

识形态斗争由“挑战—回应”模式转向更加注重“主动谋划—积极作为”的模式。面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始终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坚持敢于斗争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

三、“三个务必”的实践逻辑

 “三个务必”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每个“务必”又各有侧重、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共

同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实践。其中“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党的理想追求和价值立场，起到总揽全局的作用。“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党时刻保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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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和优良作风。“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灵活应对突发状况的

精神状态和顽强意志。

第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落实在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中，并通过制度建设不断巩固完善。理

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筑牢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是自觉坚守初心、坚定使命的前提。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

在。”[1](P16)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做到“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补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

“魂”，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密切联系群众。2019 年当意大利

众议长菲科问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是什么心情时，习近平曾郑重地回答道“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15](P14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共产党人要做到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及时关注群众生活中急难愁盼的问题，扎根人民，深入基层开展工作，虚

心向人民学习，汲取人民智慧，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为人民谋幸福，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

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用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

涵养使命。

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

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就要求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和锤炼党

性修养的永恒课题，以制度建设将我们党百年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宝贵经验巩固下来。建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就是要以贯彻党章为根本遵循，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建立健全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的长效机制，使党员干部永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

第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贯穿于实现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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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63)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以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为借鉴，不断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和战略清醒，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

永恒课题，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是中国共产

党的战略自觉和战略自信。

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要以正确的党史观为指引，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党坚持利用红色资源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到延安和安阳考察，宣

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传承红色基因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党

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全面客观地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

议、重要人物，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注重运用丰富生动的史料证据讲好中国共产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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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人民艰苦奋斗的故事，增强宣传教育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要坚持久久为功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我国仍然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任重道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也要突出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并具体部署了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我们党就是通过一步步

扎实的规划安排，带领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

要啃，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

第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体现在练就过硬斗争本领、不断提升斗争能力的伟大征程中。“世

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P60) 必须准确把握斗争的时、度、效，

掌握灵活的斗争艺术。其一，斗争要审时度势。建立完善风险防控的机制体制，选取有利的时机、

有利的环境、有利的位置进行斗争。其二，敢于斗争要把握好度、拿捏好分寸。在错综复杂的矛盾

中抓住重点、分清主次，遵循斗争规律，避免过犹不及。其三，斗争要务实重效。斗争要正视问题，

敢于胜利，达到团结、合作、共赢的目的。2020 年，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总结大会上提出衡量、是否有斗争精神、是否敢于担当的五条标准，即“面对大是大非敢不敢亮剑、

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

不敢坚决斗争”。[15](P542) 斗争本领、斗争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真作为、勇担当、敢斗争，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中锻造“烈火真金”，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

“三个务必”的三重逻辑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理论逻辑贯穿于历史逻辑，又指导着实践逻

辑。历史逻辑为理论逻辑奠定基础，又为实践逻辑提供镜鉴。实践逻辑推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向

前发展，又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目的和归宿。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兢兢业业、勇于担当，前赴后继、接续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光辉

业绩，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国共产党牢记“三个务必”，就能够永葆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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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riple Logic Analysis of ª■ree Imperativesº
Wang Binglin Wang Xiaojia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ª■ree Imperativesº are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and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al logic, ª■ree Imperativeº are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the centenary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core essence is the party’s consistent adherence 
and conscious actions in a centenary struggle. In terms of the practical logic, ªThree Imperativesº have their 
own emphasis and internal unity, work together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ªthree imperativesº,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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