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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olitical metaphor, “examination” reflects that the CPC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clear r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a strong 
miss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From “two musts” to “three musts”, it 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the CPC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ing the exam and the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honest. It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is more rich and comprehensive. For example, the sense of purpose of governing for the people is more 
firm	and	deepening,	the	awareness	of	coping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is	more	proactive,	the	requirements	for	self	construction	ar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and the vision of promoting career development is broader and long-term. The “three musts” are a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turning danger into opportunity, and turning danger into 
safety in history. They are a method to carry out new great struggles and achieve new great victories, a guarantee to always win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and a powerful tool to consolidate long-term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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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务必”看新时代党的赶考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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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赶考”作为一个政治隐喻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认识和强烈的
使命担当。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在继承中的发展、在守正中的创新，其思想内涵
更加丰富和全面，例如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更加坚定和深化、应对风险挑战的意识更加主动和积极、对自身建设的要求更
加全面和严格、推动事业发展的视野更加广阔和长远。“三个务必”是历史上居安思危、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经验总
结，是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当家法宝，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方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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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近在咫尺的重大胜利和潜在的巨大风险，如何避

免在思想、作风、心态等方面出现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居

功自傲的自满情绪、贪图享受的懈怠情绪，成为中国共产

党必须始终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毛泽东率先提出

“赶考”命题，目的就在于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加强自

身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作为长期课题和终身课题。“赶考”

作为一个政治隐喻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

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认识和强烈的使命

担当。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充分彰显了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的守正创新和价值意蕴，对中国共产党

坚持长期执政、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2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党的赶
考精神的历史进路

2.1 毛泽东：“两个务必”与“进京赶考”
“两个务必”的提出颇有历史渊源。1944 年，郭沫若

的《甲申三百年祭》使得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李自成农民起义

失败的教训，初步萌发了“赶考”之思。1945 年 7 月，在

延安的窑洞里，面对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

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之问时，毛

泽东明确给出了“人民监督”的“赶考”答案。194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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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中旬，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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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务必”是

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未来形势的准确判断，意在

提醒全党同志在“进京赶考”路上，要时刻保持高度的思想

警醒，防止脱离人民群众，走向腐化堕落。

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说法，形象而生动地概括

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自我革新的精神品格和精神境界。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

的日子。”周恩来回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毛

泽东自信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不是李自成进京；

要继续革命下去，走好执政的赶考路，考出好成绩。”所谓 

“进京赶考”，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

的无产阶级政权，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这是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考试，需要做好坚持长期

执政的准备，才能交出令人民满意的考卷。总的来说，“两

个务必”是“进京赶考”的思想准备，为中国共产党人保持

清醒头脑、冷静应对各种可能的困难考验提供了思想指引和

政治原则。“进京赶考”是“两个务必”的实践路向，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和改革的漫长实际中践行“两个务必”

的精神要求，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新局面。

2.2 习近平：“三个务必”与“新的赶考”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

县革命圣地西柏坡调研指导并发表座谈讲话指出：“当年党

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 多

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

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2]。”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现

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3]。”所谓“新的赶考”，就是在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背

景下推进民富国强，即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郑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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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三

个务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信念

所在、使命所在和精神所在，旨在告诫全党同志要在思想、

理论、政治、战略等方面时刻保持高度的自觉、清醒和坚定。

总而言之，“三个务必”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行动指

南，为中国共产党人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各项事业

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新的赶考”是“三个务必”

的实践指向，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改革稳定发展的实

际工作中贯彻落实“三个务必”的精神要求，不断谱写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2.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的守正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到北平后，开始承担起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赶考精神在这一历史过程中

逐渐演变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品质。“两个务必”和

“三个务必”的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的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强调了保持清醒认识、坚守优良

作风的重要性；目标指向也是一致不变的，都是为了确保中

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以良好的赶考状态完成历史使命。从“两

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在继

承中的发展、在守正中的创新，其内涵更加丰富和全面。一

是在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上更加坚定和深化。“三个务必”

中的“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将初心使命摆在

突出位置，更加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的根本宗旨，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利益的至高关注

和不懈追求。二是在应对风险挑战的意识上更加主动和积

极。“三个务必”中的“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注重

中国共产党在履行使命任务和应对复杂局面时的能力，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和更加

高超的斗争策略，积极主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三是在对自

身建设的要求上更加全面和严格。“三个务必”涵盖了使命

担当、作风纪律和斗争策略等多个维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对加强自身建设的系统性思考和全方位要求，以适应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四是在推动事业发展的视野

上更加广阔和长远。“三个务必”则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具有了国际

视野和天下胸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

战略谋划和深谋远虑。

3 从“三个务必”中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赶
考精神的价值意蕴

3.1 “三个务必”是历史上居安思危、化危为机、

转危为安的经验总结
以史为鉴、鉴古通今，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民族禀赋和文明基因。“三个务必”既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深刻借鉴，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百

多年来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深刻总结，更是对当前和未来

一段时间内国内国际局势的深刻洞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

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居安思危、化危为机、转危为

安的智慧结晶。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表现出了强

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为救亡图存而揭竿起义，建立中国

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进行伟大长征；为打

败日本侵略者而推动民族团结，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满目疮痍、百业待兴，更是如履

薄冰，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际环境复杂难测、急剧恶化，中国共产

党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事业发展、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保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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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居安思危

的习惯，始终保持着对未来的警觉性和预见性；练就了化危

为机的本领，凭借智慧和勇气将各种危险转化为机遇；筹谋

了转危为安的实践，在关键时刻调整策略，做出正确决策，

带领人民走出困境。

3.2 “三个务必”是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

执政地位的当家法宝
其一，“三个务必”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锐利武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

政过程中面临着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增强党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何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等诸

多大党独有难题。“三个务必”有助于保持头脑清醒，明确

目标方向，克服困难挑战，有效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突出问

题。其二，“三个务必”是永葆生机活力和旺盛生命力的灵

丹妙药。生机活力与旺盛生命力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不竭

动力。“三个务必”能够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和信念，激发

持之以恒的奋斗和创新，增强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决心。其三，

“三个务必”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治乱兴衰

历史周期率的成功秘诀。如何才能永远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

期率，是困扰许多古老文明的大难题，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

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长期挑战。“三个务必”有助于跳出片

面追求政绩和眼前利益的思维定势，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价值追求，以更加长远和全局的视角谋划和发展党和国家事

业，从而赢得民心、巩固政权。

3.3 “三个务必”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取得新的

伟大胜利的政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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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这要求必须牢记和践行“三个务

必”，提高敢斗、能战、必胜的能力和水平。从敢斗上看，

“三个务必”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首要要求和根本要求，因为

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精神支柱。这种坚定的

信念和决心，能够确保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任何风险挑战时，

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顽强斗志。从能战上讲，“三个务必”

是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升执政能力的客观要求，因

为作风纪律是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斗争的强大韧性和战斗力

所在。这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能够确保中国共产党正确认

识和把握形势，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并且在斗争

中提升本领，不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必胜上说，“三

个务必”是应对各种潜在危险挑战的必备能力，因为斗争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力批判武器。这种

必胜的意志和信心，能够确保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困难、风

险、考验面前始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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