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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从“初心”到“三为”

当我们把目光放回两年前，回忆起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那篇激动人心的重要讲
话，就会发现“三为”思想的渊源。

在这次的讲话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初心”。习近
平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
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
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一年多以后，2017年10
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报告中明确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
根本动力。”这是首次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这两个“为”联系起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是指出中国共产
党所肩负的使命，不仅仅是关乎国内、面向中华民族，同时也与
全人类的进步息息相关。这也为第三个“为”——“为世界谋大
同”的明确提出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一周，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
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
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再次强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
远不能改变。

2017年 12月 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
会上作主旨讲话。在来自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
导人的注视中，习近平自豪有力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
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
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
与发展。”接续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成为了
一个并列的表述。各界普遍认为，这一次的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在倡导全球治理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
党，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而在这样一
个重要场合，习近平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如何去做好“大的样
子”。参加了这次高层对话会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王义桅，在聆听了习近平的主旨讲话后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
上党员最多的政党，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初心的政党。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

此后，便是习近平在会见古特雷斯时明确提出“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一表述更加精炼、响亮。
两天后，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演讲的结尾他强调各国要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
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4 月 8 日，习近平主席在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
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三
个“为”不仅发展了党的十
九大报告所讲的“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体现
了大国领袖的使命担当精神。

“三为”具有宽广的历史
基础。它是在我国发展起来
以后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历史
方位上提出来的。党的十九
大 报 告 指 出 ， 经 过 长 期 努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
的 历 史 方 位 。 这 一 历 史 方
位，就是大国成为强国即实
现强起来的时代，是中国全
方位确立其主体性并且有主
动性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
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
这一时代，习近平以大国领
袖的使命担当精神，提出了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一

“三为”思想。
“三为”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它

是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的实践经验教训基
础上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定的
历史时期，在肯定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的
同时，也曾出现了物化生存这种“见物
不见人”的现象。在总结我国发展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强化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实现强起来的新
时代。实现强起来，意味着要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当今世界出现三
大难题，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
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面对这三

大难题，以美国为代表的
西方世界一些国家出现了
逆全球化态势和贸易保护
主义倾向，如美国总统特
朗 普 提 出 “ 美 国 第 一 ”、

“美国再次伟大”。而习近
平作为大国领袖，以使命
担当的气概和精神，提出
了“为世界谋大同”这一
重大论断。这一论断的精
神 实 质 ， 就 是 他 提 出 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
就是“世界多样、国家平
衡 、 文 明 互 鉴 、 包 容 发
展”。这实际上分别体现的
是世界观、国家观、文明
观、发展观和义利观。显
然，这一论断就是为解决
当今世界三大难题而提出
的，就是追求世界大同，
即为世界谋大同。

“三为”具有重要的理
论基础。中华传统文化具
有“民为邦本”“世界大

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
就是为人民立言的，它既强调解放无产
阶级，也强调解放全人类，推进每个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近代以来，所有中华
儿女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实
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体现
时代精神，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思想。

基于以上“三大基础”，习近平提
出了“三为”思想，这体现出他具有
大国领袖使命担当的气概、品质和精
神。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
一级教授，吴娜整理）

心怀四海忧天下 矢志不渝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人的“三为”情怀

本报记者 李 贞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为世界谋大同。” 4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特别指出，“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三个

“为”的背后，既有深切的人民情怀，也有实现民族复兴

的自信和梦想，更有高屋建瓴的世界责任和担当。那

么，该如何深刻理解这三个“为”呢？

对外：承担全人类的梦想

习近平曾说：“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
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
美好世界。”

在三个“为”中，“为世界谋大同”的表述提出最晚，但却
最引人注目。“大同”是中华文化里的特有概念，是镌刻在中国
人民基因中的一份天下情怀、和平祈愿。《礼记·礼运》“大同
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
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
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中国古
代先贤对人类理想社会的一种憧憬：天下太平，人人和睦相
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这与几千年后诞生的共产主义理
想颇有相通之处。

中央党校文史部学者张城认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而中华文明的
核心特征就是天下大同观念，最终理想是‘天下一家’‘天下归
仁’‘天下为公’。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
类解放为己任，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最终是以全人类为中
心。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
孙，必须承继优秀传统，把二者融会贯通，实现人类的终极梦
想。”

“为世界谋大同”的提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
脉相承。习近平在各个重要国际场合一直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而今这一倡议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
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奋斗精
神，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意识。张城指出：“当
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秩序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中国共
产党始终以追求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为目的，倡导共商、共
建、共享的合作共赢理念。因此，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
界谋大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贾秀东认为，“不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还是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的实践，都贯穿着‘为世界谋大同’的理念。”他指
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希望中国人民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
民都过得好，“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为人类进步作
出更大贡献，同样是中共的历史使命。”

向内：个体与民族共荣

“为世界谋大同”是着眼于外，“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是着眼
于内。张城认为三者之间是类似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里“内圣外王”的关系。“‘内
圣’是前提、是基本，‘外王’是目的、是关键，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相当于‘内圣’，‘为世界谋大同’相当于‘外王’。
在近代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是为了解决国家、民族的问题而诞生的，所以解决本
国、本民族的问题是前提，也是基本。但共产党人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
们还有天下情怀，还有世界使命。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
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样的符号正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历史
使命。”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决定了“为人民谋幸
福”是基础中的基础。9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都是在为人民的幸福努
力。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走过再长的路，走到再远的未来，人民都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辞典中永恒的关键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
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在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把为人民谋幸福落到实处，就是要实实在在增加人民的

“获得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面对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教育、就业、养老、收
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等方面，人民群众有不满意的地
方，党就及时回应民众的期待。近5年来，持续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还百姓绿
水青山；不断完善的司法监督体系，保社会风清气正；成效显著的医疗体制改
革，助力实现健康中国；大到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小到手机网络提速降费，关乎
民生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实实在在地握在了自己手里。

习近平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朝着“为人民
谋幸福”的目标努力，这份答卷才会向历史交出一份好成绩。

“为人民谋幸福”是着眼人民个体的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着眼全民族的
梦想。

“复兴”二字，对中华民族来说力有千钧。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社会的鼎盛
与繁荣曾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惊叹，中国也是世界上仅有的未曾中断过文明流
传的国家。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却一度为人欺凌，陷入战争与凋敝，民族的历史
写满血泪。所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
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在短短几十年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又重新找回了民
族的自信与荣光。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正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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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
① 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内的东渡
港区。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② 4月21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田心镇
坪溪村村史馆内戏台，宜春学院留学生穿上

古装戏袍，学习地方采茶戏。
刘继刚摄 （人民视觉）

③ 阿富汗25名先心病患儿将
赴华接受治疗。图为4月17日，

中国红十字援外医疗队成员
与患儿合影。

新华社记者 代 贺摄
④ 在德国西部

城市杜伊斯堡DIT
货运场站拍摄的
中欧班列集装
箱。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摄

④④

①①①

②②

③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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