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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内容丰富,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同时,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研究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社会建设和谐社会 

 

新中国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 毛泽东在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的同时, 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问题的思考, 并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社

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探索。本文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产生的根源、主要内容、

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产生的根源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产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

思想素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 毛泽东就明确指出,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 我们要

实行。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对《张鲁传》中所描述的群众性医疗、置义舍和

劳武结合的政治、经济纲领是表示赞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毛泽东社会建

设思想的主要依据。《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

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1]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 消除三大差别, 使社会物质财

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毛泽东许多社会

建设的原则都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产生是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虽然在党的领导下, 我国的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 我们的建设事业只能围绕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展开, 不可

避免的具有片面性, 尤其是社会建设更加滞后于其他方面, 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一些

社会矛盾比较突出, 社会保障基本没有, 保障的社会化、法制化程度很低, 公共卫生医

疗体系不健全; 社会事业建设不够, 文化基础设施薄弱, 教育普及程度低, 精神文化生

活单调等等。这就为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的产生提出了现实的客观要求。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产生与对苏联经验的反思有直接联系。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 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榜样。但随着实践的发展, 苏联的经济、政

治和文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

否定则进一步暴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 最主要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

制导致社会生活单调, 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反映和处理, 人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既



 

压制了人民进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又阻碍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毛泽东对苏联的

问题早就有所觉察, 1956年初, 在《论十大关系》中, 他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应

该从本国国情及客观实际出发, “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

所不同, 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可见, 毛泽东对苏联历史经验、教训的认识直

接影响了他对我国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二、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 最初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对

于社会建设更是缺乏经验。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提出社会

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 进行社会建设只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 把马列主义

同中国的社会建设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并对我国的社会建设进行了总体的布局和指导, 

即以美好的社会理想为目标, 以现实的社会状况为出发点, 以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为

途径进行社会建设。在此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 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

发展, 大为富、大为强。”[3]“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4]是毛泽东进

行社会建设, 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目标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认为科技革命

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1956 年, 毛泽东正式提出了“ 技术革命” 的概

念。1958年初, 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去, 从而

迅速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人员,加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推进了我国向富裕、强大目标

的迈进。 

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 以及在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实施下, 我

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国家实力得到了增强, 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第二, 构建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

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

局面, 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5]这是毛泽东对民主建设目标的确立。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毛泽东在如何实现人民民主、平等权利的具体途径上进行了

探索。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 必须坚持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 为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和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民

主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为实现人民民主、平等权利, 构建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所进行

的重要尝试, 实际上是毛泽东试图通过逐步提高公有化程度, 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

和脑体差别, 使人们公平占有生产资料, 共同享有劳动成果, 来促成民主、平等社会关

系形成的一种探索。 

第三, 创造有利于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主张

的全面发展, 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 发展健全的身体, 发展共

产主义的道德。”[6] 

毛泽东强调“教育要强调普及, 不要强调提高, 不要过分强调质量。”[7]提出教

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而干部参加劳动、学生开设劳动课、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

合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此外, 毛泽东还特别关注人民群众的健康。从60年代开

始, 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现

象。在文化领域, 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又将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

扩大到全社会。 

毛泽东以这三大主要任务为目标, 以解决这三对矛盾为主线, 逐步实践着他的社会

 



建设思想, 并最终构成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评价 

 

建国以来,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初步建成了繁荣

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指导下, 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保障了人民基本的民主政治权利, 发展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 

10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956年到1976年, 社会总产值

由1.639亿元增长到5.433 亿元; 农业总产值由583亿元增长到1317亿元; 工业总产值

从703亿元增长到3262亿元。 

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建设富裕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人民民主

专政制度确立后, 毛泽东特别关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贯彻和落实, 普选成为人民实现

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同时, 随着公有制规模的扩大,人民的民主、平等意识进一步增

强。此外, 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以建

立美好的生活为目标, 激励着人民的建设热情,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取

得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然而,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建设过程中, 忽视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客观历史和现状。 

毛泽东对我国社会建设问题的探索, 为以后的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党的十六

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

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8]。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毛泽东社会建设

思想为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渊源, 并且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是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

想的丰富和发展。因此, 深入研究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对于正确把握社会建设规律、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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