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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5 月，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
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 年任部
长、党组书记。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
研究，提出电子工业“打基础、上水平、
抓质量、求效益、翻三番、超十年”的发
展方针，组织领导电子工业结构调整和
技术改造，加强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
以及系统工程等重点项目的科研开发和
生产工作，使电子工业更好为国家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1982 年 9 月，江
泽民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5 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中共上
海市委书记。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
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力促进上
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他领导制订上海经
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在 20
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
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
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
方针。他积极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强调
要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
代化的世界一流的新市区。为广泛听取
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他倡
导建立了民主党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
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他注重以科
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了重大工程
决策专家论证制度。为了扩大上海对外
开放，他提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互惠
互利、长远考虑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
四项原则。在他倡导下，上海市政府采
取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的做法，
努力解决广大群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实际
问题，改善群众生活。1987 年 11 月，在
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 年春夏之
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他拥护和执
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1989 年 6 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
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会上坚定
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
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
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
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同年 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
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
年 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江

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

1992年 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加
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
报告，提出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
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
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1993 年 3 月，在八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

1997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高
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
纪》的报告，着重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
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
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在中共十五届一
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
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8 年 3 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

2002年 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中
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
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3 年 3 月，在十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
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中，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加
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
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
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又反映了世界和中国发
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
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

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问题作出深刻思考，提出必须把发展
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提出，全党工作
的大局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是必须长期
坚持的方针。要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
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
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
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他指
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
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财大才能气粗，
落后就要挨打。只要我们的经济实力、
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就可
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深刻
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敏锐指
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 20年，对我国来
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
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定要有主动
精神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
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集中
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
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促进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我
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
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他提出，我们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我们
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
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
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
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他
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
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
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
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
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
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
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江泽民提出 21 世纪头 20 年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
展，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有利
于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 20

世纪 90年代，江泽民就对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
性的战略思考。他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
图，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
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
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
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
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
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
会主义国家。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
步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共十六大
上，他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强调我们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
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
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
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
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
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
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
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江泽民指出，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
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不断促进先
进生产力发展，这是党始终站在时代前
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
求。他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
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
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
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
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
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
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
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他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
业长远发展和人才总体需要，紧紧抓住
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
节，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他高度重视科
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强调我们要牢记一条道理，这就
是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
义现代化。他提出大力推进知识创新和
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跨越。
他强调，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
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
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下转03版）

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

这是1947年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照。
新华社 发

1955年至1956年，江泽民同志（右二）曾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这是江泽民等在莫斯科合影。
新华社 发

（上接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