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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泽东平等观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探索中国式平等道路所提出的许多积极有益的见解，为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奠定了基础，其

平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毛泽东把构建平等的社会基本制度作为实现平等的基础，为新中国初步奠定了公平

的社会格局 

  社会的基本制度，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主要是分配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决

定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方式，规定这个社会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性质。如果社会基本制度各个

组成部分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中，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和规则运行，公平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

现。毛泽东通过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监督制度、

公有制和供给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社会基本制度，不仅确立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而

且有力地保证了我国人民平等地参政、执政；平等地占有和分配社会财富；平等地享有社会地位和权

利。尽管像供给分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后来实践证明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不可否认，通过这些平等

的社会基本制度的构建，我国初步显现了公平的社会格局。毛泽东这一平等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倡导

加强制度建设来推进社会公平，给予了十分有价值的思想启迪。 

  （二）毛泽东以追求人民利益作为实现平等的核心，维护了社会安定，保证了我们党至今

立于不败之地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但是促使人民群众不断去创造历史的强大动因永远是日益增长的

需要得到不断满足的各种利益。毛泽东深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平等观的全部内容都始终考虑

是否适合人民的利益，是否向人民负责。他主张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一切特权，切实解决人民日益

关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问题，就是为人民群众争取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根本利益。周恩来曾

指出：“毛泽东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胡锦涛同志讲得好：“只有深

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正是毛泽东坚持不懈地为人民谋利益，

他才领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

并长期执政的党。当然，毛泽东在为人民谋利益过程中也犯过错误，甚至有些错误严重损害了人民的

利益，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得肯定一点，他绝不是为了一己之利。 

 



  （三）毛泽东以树立社会公正作为实现平等的价值目标，初步实现了全社会成员共享社会

发展成果 

  平等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公正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手段，

特别是通过社会政策来进行社会整合与调节，缩减存在于社会或者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异，促

进人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享受到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成果。公正的

实质就是实现平等。毛泽东追求国家政权由全社会成员共同民主管理，生产资料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

有和享用，利益分配在各个阶层、群体中尽可能均等，社会分工消失，人们的身份地位平等，其根本

目的就是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树立公正的价值目标。尽管这些公正思想带有平均主义色彩，

但他通过公正分配人们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合理控制社会成员的各种差距，初步实现了全社会成员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美国毛研专家特里尔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这种公正价值目标平等观的卓越贡献，他

说：“毛泽东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

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

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 —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 —不再是只有

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毛泽东以树立社会公正作为实现平等的价值目标的平等观，对于我们今天

运用社会公正引领和谐社会构建，妥善地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

社会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对平等理念的一些误解，毛泽东的平等观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

性，比如注重结果平等，忽视机会平等；注重平等，忽视自由；注重民主，忽视法制建设，等等，但

无论怎样，他对平等的执着追求却代表了人类追求公正秩序的崇高理想，他追求平等理想的理论与实

践，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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