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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体学习凝聚共识，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早已有之，但固化下来却是始于十

六届政治局。2002年 12月26日政治局首

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说：集体学习“要作

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

从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课程表看，国家

领导人的学习内容涵盖范围十分广泛。

其中经济议题出现的频率最高：从世界经

济形势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

结构调整、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重大话题都包括其

中。“法治”也是学习的重要主题。此外，

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就业、社会

保障等话题也成为高度关注的内容。

集体学习是一个信号、一个加速

点。2008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举行集体

学习，内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研究”。此时，即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

暴初露端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迅速

推上议事日程前列，成为刻不容缓的战

略任务。

中央党校的卓泽渊教授曾于2006年

和 2011 年讲过 2 次课。第一次的题目为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第二次的题目为“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充分发挥法律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作用”。在卓泽渊眼中，两次主题的

变化反映了中国的法治推进。如果说第一

次学习强调的是党自身的依法执政，第二

次强调的则是如何保证政府依法行政。

中南海的10年“必修课”
●已有142位专家学者相继走进中南海讲课
●课程涵盖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国际问题、军事、党建等

中南海怀仁堂，既是会议
厅，又是大讲堂。6月28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30 次集体学
习在这里举行。

十六大以来，在胡锦涛总书
记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已连
续 10 年进行了 74 次集体学习。
学习课程涵盖经济、政治、法律、
文化、社会、国际问题、军事、党建
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从 2002 年
12 月 26 日至今，有 142 位专家学
者相继走进中南海讲课。

中南海南门——新华门

七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集

体学习。6月28日，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

曲青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凤城走进中

南海怀仁堂，应邀就“中国共产党保持和

发展党的先进性研究”为题授课。

次日，新华社依例发布消息，并公布

了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的讲话要

点。胡锦涛说，要充分运用党的建设历史

经验，及时总结党的建设新鲜经验，深化

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规律

性认识，继续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和

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建

设。

这是本届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

也是胡锦涛出任总书记以来政治局总计

第74次集体学习。平均下来每隔40天左

右，中央高层就要会聚一堂，听讲不同主

题的课程，既有“聆教”姿态，亦含“切磋”

之意。

政治智慧潜藏在看似平常的听与讲

之中。有分析人士指出，集体学习制度，

对保障领导集体在日常工作的具体问题

上原则立场的一致，起到了关键作用，凝

聚了领导集体的共识，保障了集体领导的

有效运转。

而在外界眼中，政治局每一次集体学

习，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显

示了高层当前最为关注和希冀着力的落

点。不仅观察人士，包括各级党政干部，

也将政治局每一次集体学习的主题，视作

中国未来发展动向的一个重要信号。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从目前公开的报道看，中央领导集体

学习基本上是由中央办公厅、相关部委、

相关科研机构三层协作实施的。每次题

目确定后，就会挑选老师。

担任“中南海的老师”并不容易。据

曾讲课的老师介绍，通常约4个月前接获

通知，然后开始备课。正式授课前，基本

要经过三轮试讲，试讲之后是正式讲课。

据记者统计，从 2002 年至今连续 10

年，有 142 位专家学者相继走进中南海。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数最多，有 24

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11人位居第二；

中国人民大学10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

研究院和军事科学院均为8人；中央党校

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分别以7人和6人紧随

其后。

许多老师都说，他们不是去中南海上

课，只是讲解。参与过两次法治主题讲解

的卓泽渊告诉记者，为中南海讲解与为学

生讲课有着根本区别，“既不是对法律常

识的普及，也不是对法律知识的讲授，所

探讨的都是如何运用法律理论解决现存

的法律问题，推动法制发展，推动社会的

科学发展。”

今年是建党90周年。“七一”前夕，中

央政治局专门就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

党的先进性研究进行集体学习，而且要

求：“始终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摆在突出位

置来抓，不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保持党在实践上的先进性，必须重视

学习、善于学习。在2003年至2011年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建问题的集体学

习达到10次之多，十分注重党的修养和先

进性建设的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需要

全党共同学习才能完成，党中央发挥很大

作用。中央政治局学习是具有标志性的

重要活动，也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举

措。”卓泽渊表示。

卓泽渊认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

共产党的一种主体自觉，政治局集体学习

制度为全党树立了一个榜样。“政治局里

每个人都承担重要责任，有繁杂的工作任

务，集体学习必须找出所有人共同的时

间，比单个人抽出时间还难。能作为一项

制度长期坚持，这是国家领导人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

新历史时期适应新时代变化、新时期执政

任务的治国共识。”卓泽渊说。

课程涉猎广

当“老师”不容易

为全党树榜样

凝聚治国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