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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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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民生，一直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为人民谋利益的重要手段。研究分析中国

共产党人民生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在民生问题上所取得的经验和共识，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关

注民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者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的高度体现；解决民生问题是当前落实科学发

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与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的民生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民生观”的直接思想来源 

  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民生，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为人民谋利益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最

重视的是人，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并把人及其生活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基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

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要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高度关

注民生，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这就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创造了丰

富的生活资料，使人民群众在基本满足生存需要的前提下追求享受和发展。但民生问题的解决不能简

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这

就是说，民生问题的解决还离不开完善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总体上看，民生的改善，既取决于

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也取决于合理进步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改善民生问题，必须在生

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促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完善。也就是恩格斯所说“所有人共同享受

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社会全体成员的

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众所周知，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集中在唯物史观，这固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

统、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当时进步人士的影响相关，更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苦难深重的中

国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寻找“中国向何处去”时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看到了曙光。马克思主义

的民生观也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直接思想来源。 

  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观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民生观”的影响 

  民生问题是20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十分关心的重大社会课题。“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从

事革命活动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贫穷落后的中国的民生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

的归宿。孙中山先生对“民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

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甚至提出“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

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

益是人民所共享。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民生思想，解决中国深重的“社会问题”，孙中山主张通过“平均



  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来实现民生幸福；他甚至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用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

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他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中心等。但

是，这种民生观仍然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因为这种民生观仍然维护私有制，不理解工农群众是发展

经济的主要依靠力量，看不到他们扶助农工的政策与私有制经济基础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因而理论

与实践就难以一致。并且非常遗憾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没有被国民党贯彻执行，民国始建后，

三民主义很快变成为二民主义、一民主义，直到1919年才又恢复原貌，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

极不彻底性，当然也使三民主义无从发展。 

  但我们应当看到孙中山的思想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尽管他们所处的

时代不尽相同，但却面临着相同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为着民族独立、强国富民的目标，举起了反

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大旗并在抗日战争中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继续孙先生未竟

的事业。孙中山的民生观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的启迪，毛泽东关于民生方面的思想的重要理论来

源之一就有孙中山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思想，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理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

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生观”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中国共产党人从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无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都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领导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解放，为中国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不断创造条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马克思主义民生观。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

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

动建设和谐社会。”把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顺应各族人民过上

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着力改善民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崇高理念，也是以胡锦涛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切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改善民生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关键。至此，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生观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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