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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问题入手做好当前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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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利益对于人的根本性，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绕过利益发挥作用。正确把握物质利益原则，是增强思想政

治工作“一感三性”的内在要求。为此，要加强对利益问题的基础研究，在改革过程中加大对利益的调整力度，同时引导

群众正确看待和处理物质利益问题。  

  [关键词] 利益； 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十七大对于利益问题的关注均超过了以往。“人民的根本利益”、“切身利益”、“民生”等有关利益的话题，已经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改革的实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面对这些变化，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利益原则，并以此为切入

点，引导人民群众以正当的途径实现利益，以合法的手段维护利益，就成为当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利益对于人的根本性，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绕过利益发挥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需求是人类最基础的需求，人们只有首先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才能从事其它活动。因此，物

质需求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历史表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对物质利

益及精神利益的追求，正是人们行为的最终动因和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排斥个人合理的利益需求，承认并充分

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的必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我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特别注重引导群众认识自身的利益，并为此而奋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图

存”、抗美援朝时期的“保家保国保饭碗”、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靠劳动致富”、“共同富裕”等号召，都把人民群众的

个人利益和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唤起和调动亿万人民群众投身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当前，社会和谐的本质是什么？是利益分配的公平

与社会的正义。公平的核心是利益分配的公平，而社会正义只有通过利益分配过程与结果的公平才能真正获得体现。我们

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只有在深刻分析和了解各种社会主体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执行和落实党

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利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及其驱动功能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物质利益对人们思想行

为的驱动作用，特别是面对广大群众利益观念逐渐强化的实际情况，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讲物质利益，而不是回避现实、躲

躲闪闪或空洞说教。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我们的思想政治工

作，就应当从利益变化导致人的立场与思想的变化、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入手，正确看待和解决利益这个问题。司马迁

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

者，为重赏使也。”[3]即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无论这种“重赏”是物质利益还是精神利益，都体现了前人对利

益问题的深刻体认。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化，利益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奋

斗这一点却没有变，也不会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和关注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求，抓住利益这一决定人的思想行

为的根本点，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深入、更扎实、更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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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把握物质利益原则，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感三性”的内在要求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需求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日益呈现出利

益需求多样化、利益标准多元化、利益诉求动态化的特点。利益诉求的不断变化，既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

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也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时代感、针对性、有效性和主动性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契机和根本推动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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