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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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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革命时期领导武装斗争的党变为一个领导十几亿人口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党,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把中国从一个极度贫弱的国家变成当今世界综合

实力靠前的强国。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

对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新中国政权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无

疑可以为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根据地红色政权时期的执政理念与实践 

    

    毛泽东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始于井冈山时期以及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期间,并在延安时期进一步完善。毛泽东在红色政权时期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政策。土地问题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者和执政者都无法回避

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针对“立三路线”无视中国国情,超越民主革命阶段,机械照搬俄国革命“土地

国有”、搞大规模集体农场的错误做法,毛泽东领导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

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坚持土地归农民所有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

分配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针对“王明路线”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

分坏田”的“左”倾政策,毛泽东提出限制富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消灭地主阶级,给地主分配和农

民同样的一份土地,“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土地政策,扭转了王明“左”倾路线给根据地造成的严重危

害。 

    

    第二,重视抓经济建设,把它作为军事工作和巩固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

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把根据地经济问题的解决提出来,并摆在军事问题之前,希望引起“每个党员注

意”。1933年8月,党中央召开了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

中批评了党内忽视经济建设工作的“左”倾思想,指出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对如何抓经济建设提出了

具体意见(如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加强根据地物质流通和出入口贸易、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在每个

县设立粮食调剂分局,在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设立粮食调剂支局等)。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

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首次阐述了党在根据地政权的经济政策,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

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

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在延安时期,为打破蒋介石集团对延安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

身体力行,带头垦荒种地,组织军民大生产运动,终于发展了边区经济,巩固了红色政权,粉碎了敌人的阴

谋。 

    

    第三,探索民主政体,建立人民政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根据地创建了“三三制”民主政权。

这种政权的人员构成原则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

派占三分之一。”政权的选举政策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

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政权组织由参议

会和政府两部分组成,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两部分政权组织都是民主选举产生,先通过民主



选举产生参议会,再由参议会选举产生政府领导人和政府组织机构(这成为以后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雏形)。对这种“三三制”政权组织,毛泽东还在《论政策》中特别强调指出,“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

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

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固然是由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使然,

但也与毛泽东的民主执政理念有着深刻的必然联系。早在辛亥革命时,青年毛泽东就对英、日的立宪制

十分推崇,并发出“今日之中国,应像英日等国一样,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的感慨。在

以后的革命斗争岁月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建立人民政权。1922年,毛泽东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

利后,即成立了“十代表会议百代表会议及全体总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有权颁发行政令,成为我党

领导的第一个人民政权。此后,毛泽东又相继领导成立过“农民协会”(1925年)、“工农兵苏维埃代表

大会”(1930年)、“边区参议会”(1937年)、“人民代表大会”(1945年)等人民政权。政权归民,执政

为民,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一党私利,这样的执政理念使毛泽东胸襟宽广、虚怀若谷,这可以通过延安时期

的两件小事反映出来:一是红军初到陕北时,给本就贫寒的当地群众增添了不小的经济负担,引起部分群

众对军队和政府的不满。一日,有个老乡的驴被雷电劈死了,发牢骚骂道: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偏偏把我

的驴给劈死了?!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有人主张把这个老乡给抓起来。毛泽东听后不仅没生气,反而高

兴地说:好啊!从来都是老百姓怕官、怕军队,现在老百姓敢骂我、骂军队,这说明我们的“民主”已深入

人心了。不过,我们得想办法,减轻群众负担,搞好军民关系。受曹操军队“屯田”的启发,毛泽东发动了

军民大生产运动,大大缓解了边区的经济压力,减轻了群众负担。此外,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军民开展

了一场“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第二件事是米脂县开明士绅李

鼎铭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给共产党提出“精兵简政”提案,毛泽东欣然采纳,

并在这次会议上选举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事情虽小,寓意深长,它说明只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就能“胸底无私天地宽”,赢得民心,巩固政权。 

    

    第四,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积极追随参与新文化运动,在根据地执政后更是注重

新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新的政治力量,

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高度评价:“二十年

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

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毛泽东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

反封建的文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立

场、方向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财政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在延安地区陆续创办了大

批学校,到1945年,已有干部学校30多所,中学7所,小学1395所,还有各种识字班、夜校等,延安地区的文

化教育事业得到极大发展。全国不少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纷纷汇集延安,使延安知识界、

文艺舞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极大地宣传和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第五,重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探索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历代王朝

盛极而衰、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自信找到了新路,那就是:加强执政党建设,让执政党处于

全民监督之下,走民主政治之新路。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十分丰富,他最为重视的就是如何防止执政党的腐

败问题,这是防止“政怠宦成”、避免历史“周期律”重演的关键。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警惕

敌人“糖衣炮弹”进攻并提出“两个务必”,到1949年进北京之前自喻为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

成”,毛泽东防止执政党腐败思想十分丰富且为大家所熟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二、新中国冷战时期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27年,本文概括为“冷战时期”,主要是想突出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是与当时东西方长期敌视、对峙的国际大背景分不开的,离

开这个时代背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所想、所为。概括新中国前27年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及实践探索,可谓

有得有失。其成功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集全党智慧,未雨绸缪构思了全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蓝图。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

角色转换,稳固了政权、安定了秩序、恢复了经济、繁荣了市场,并成功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

任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向人民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建

设的能力和安邦治国的风采。 

    

    第二,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独立

自主是毛泽东一贯的理念,坚持独立自主,我们不仅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封锁和武装挑衅,也摆脱了

成为前苏联“老大哥”、“老子党”的附庸,捍卫了国家的主权,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提高了新中国的国

际地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除苏联外都沒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各社会主义国家

都迷信苏联模式、效仿苏联模式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毛泽东敢于逆历史“潮流”,提出打破对苏

联模式的迷信,对苏联模式暴露出的问题要“引以为戒”,“少走弯路”,不能不说表现了毛泽东与众不

同的政治勇气和独到的执政理念。毛泽东多次向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首脑讲过,沒有经济独立就沒有完

全的民族独立,就会成为经济大国的附庸。所以毛泽东始终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放在首要位置,提出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三,写下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等名篇,涉

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权建设、文化建设、民族关系、外交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知识分子

问题等,比较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执政建设理念和思想,其内容丰富,见解深刻,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

想财富。如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中“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对外关系上“向一切

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的方针、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的方针、文化建设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提出的社会主义综合平衡规律等,至今仍然

不失其价值。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泽东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并于7月

13日致信毛泽东:“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

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

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第四,作出了向科学进军的战略部署,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夯实了科技基础。建国之初,百废待兴,

科技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还提不上议事日程。1955年初,毛泽东提醒说:“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

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在毛泽东提议下,1956年1月14日到20日,

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毛泽东也亲自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尊重

知识和知识分子,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会后中央即任命聂荣臻元帅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

调集了600多名科学家和邀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花了半年时间编制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会议引起全国知识界强烈反响,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一大批海外科技人才,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我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等,他们冲破各种阻挠,先后返回祖国,报效祖国,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党风政风常抓不懈。如前所述,这个问题早在延安时期就已引起毛泽东的

警觉,全面执政后当然更是高度重视。如在1951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

动中,刘青山、张子善被判死刑,就显示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决心。 

    

    毋须讳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实践探索也给我们留下沉痛的教训,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轻视甚至无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终于酿出

“大跃进”运动的苦酒,而“大跃进”的幻觉又催生出了“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所谓农村共产主

义萌芽组织,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一段曲折。 

    

    第二,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民主片面视为“还政于民”的“无法无天”的“大

民主”。这种社会主义民主观为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播下了“种子”。 

    



    第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错误。本来,党的八

大决议已把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但毛泽东

却在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指出:“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严

重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变纠“左”为“反右倾”以及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与对社会主

义时期主要矛盾判断错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毛泽东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新中国政权建设中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

经验,对今天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给我们留下

前车之鉴并从反面促成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欧兵,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博士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5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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