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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合理分配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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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和发展

的宝贵思想财富。按劳分配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发掘其思想内涵，科学总结其实

践经验、是非得失，对于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分

配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 

  反对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关于纠

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提出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说：“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

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

质生活方面罢了。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

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

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指出：“ … …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

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

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

则。”［2］11 

  毛泽东认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应实行这个原

则，反对平均主义。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出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经济工作中刮起

一股以“一平二调”为主要内容的“共产风”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对此，毛泽东予以

严厉的批评。他指出： 

  第一，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不符合商品价值法则。他认为，人民公社范围内的社与队、社与

社、队与队、社与国家都是买卖关系。买卖关系缩小是不对的，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商品交换。因

为，“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

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 …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地准备条

件”［3］566。他不仅要求全党一定要从思想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960年11月28日，他还下

达一份指示，明确指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2］222。 

  第二，搞平均主义侵占了农民正当的物质利益。毛泽东认为，“共产风”毫无代价地“平调农民的劳

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2］



 

227。他特别要求全党同志务必在思想上明确：“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

的。”［2］12剥夺农民的思想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在农民正当物质利益的分配

中，一定要坚持等价交换，只讲剥夺地主，不能剥夺农民。 

  第三，搞平均主义是对“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的否定。毛泽东认为，平均主义同按劳分配是

水火不相容的。他对当时刮“共产风”，在农村搞贫富拉平的作法甚为不满，明确指出，富的不下降，

穷的提高生产，不拉平。搞口粮、工分拉平分配，就会破坏农民的积极性。他要求，在分配中必须区

别队有穷队、富队、中等队，吃粮和工资的分配也应该按照队的情况有差别，除了公粮、征购以外，

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 

 

    面对“共产风” “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2］10和“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

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4］11，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反对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已经成为

关系到党和政府同农民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2］10，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后果不堪设

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一定要从不断改善政府同农民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国家政权的高度

认真看待反对“共产风”的重要性。他领导全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措施和方针。 

  一是坚决清理退赔，让农民满意。毛泽东认为，要纠正“共产风”表现出来的严重的平均主义倾

向，取信于民，关键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兑现。他说：“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

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 “县、社一定要拿

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 …不兑现不行。” “县、社

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同时，他也指出，此举很可能会使某些县、社干部不满意，

但从有利于改善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来看，这种作法是值得的。因为，只要“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

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 …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

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

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只有“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

变”。只有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我们“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2］227-

228。 

  二是重申按劳分配原则，反对贫富拉平。毛泽东认为，要克服贫富拉平的现象，克服农村经济工

作中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归根结底是坚决贯彻落实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和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分配

原则。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使广大劳动者从中得到实惠，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中

国是社会主义农业大国，基础比较薄弱，按劳分配可能要坚持一个很长的时期，大约需要半个世纪到

一个世纪。“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4］基于这一认识，195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起草《郑州会议纪要》时，

把“按劳分配，承认差别”［2］14规定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方针之一。 

  三是健全“三级所有”的管理体制。毛泽东认为，造成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

的，但与公社和大队的规模太大、分配权力过于集中有很大关系。因此，纠正错误，提高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入手。他认为，必须打破过去全由公社或大队统

一分配的管理体制，“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2］

136。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只有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才能做到社与队、队与队之间实行等价交换，才能避免在人民公社范围内再刮“共产风”。1959年，在

《郑州会议纪要》中，把“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2］14

规定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根本方针。这一方针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被撤消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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