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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从本国实际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对如何加强社会管理问

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对党怎样重视社会管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鲜明主张。这些颇具新意的观点，

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则对今天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社

会管理的精神不无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确立社会管理的远大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所面临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改造旧的社会制

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从而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毛泽东提出社会管理首先要依据党

所担负的任务来确立远大的目标。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出在革命胜利

后，我们的社会发展目标，就是“要使我国稳步地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将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他在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重申了上述的

主张。1959 年底至 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

来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可以说，“为建设一个伟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毛泽东领导全党确立和要完成的战略目

标与根本任务。这一目标和任务的确立，就为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奠定了基础，指明

了党和人民继续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提出党和政府应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为新中国

的社会管理奠定基础和指明方向，这是因为：

一是这一目标它揭示了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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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领导阶级的深刻变化，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必然趋势，两者既紧密联系又有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我国必然要经过一个过渡时

期，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社

会管理的目标与党的奋斗目标具同一性，那就是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二是目标的提出，它反映了改造社会经济结构，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的客观要求。

旧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毛泽东曾分析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

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

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

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②从这一点

出发，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就提出了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

国的战略目标。事实证明，我国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这才能使国家真正地独立、富强，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这

样，我们所确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管理目标与党奋斗的目标是

一致的，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也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目标

的确立，就为全社会的组织与成员的努力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一目标的确立，也为党和国家的

社会管理活动指明了方向。

二、认清社会基本矛盾对加强社会管理至关重要

1956 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加强社会管理，其中，有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必须认识清楚。这一

重大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的基本矛盾。如何认识它，怎样解决由它带来的实际问题？对

此，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作了认真探讨。
认清和抓住社会的基本矛盾，这对加强社会管理至关重要。1957 年初，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

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是最新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将来也要被更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即使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仍然还会存在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观点，反映了人们对

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要不断深化。
如何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

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具体而言，一是把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

任务，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式。这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因为

“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被建立。”二是要不断进行体制改革，以完善和发

展社会主义制度。从 1956 年开始，毛泽东总结经验，尤其是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又进

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当时我国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如何使之完善，他在实践中努力探索。
1956 年 4 月，《论十大关系》的发表，60 年代初他对国民经济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调整所提出的意见，可

以看出，尽管探讨是初步的，但它为创建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科学理论，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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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则主要表现为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指

出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要加强社会管理，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只

能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批评一些同志却看不到这一点。他说：“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

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

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

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③

社会管理涉及到对社会诸多事务的管理，哪种事务的管理都存在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多表现为

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既然弄清楚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及其性质，究竟如何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呢？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只能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

的矛盾。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针对各种具体矛盾，如物质利益上的得失矛盾，

文教、科学领域中不同学派的意见分歧与争论，以及许多实际工作中的方法上的差异，等等。毛泽东主

张，要根据不同的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我们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的方针；在文化、科学领域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法，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类矛盾等。

三、高度重视和解决社会管理中的社会保障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若不妥善解决以

上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就会严重地影响建国初期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发展，而最终将影响到党的

执政地位与人民政权的巩固。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问题，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必须切实加以解

决。
建国之初，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立即着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

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进行。从 1951 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就制定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颁

布了有关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条例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保障条例，以及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

抚、复员安置等政策条例，对社会保障的具体内容作出了相关规定。特别是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

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就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

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者在年老、疾病或在丧失劳动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

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显然，宪法的颁布，它就以国家根本

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障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业问题是毛泽东关注的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多次就就业问题作出指示。在对生产

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他曾指出：“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

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专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

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

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④1957 年 1 月，毛泽东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

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

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

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人没有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

兼顾。”可见，毛泽东对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吃饭、就业问题是尤为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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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毛泽东已谈到了对群众的救济问题。的确，社会救济，也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民生大问

题。1950 年，他针对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状况差、失业人数较多的情况，他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

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

工作。”⑤农业合作化期间，他又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

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⑥

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建国初期，根据本国国情，已初步形成包括社会就业、社会救

济、社会保险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的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体系

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四、切实加强社会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管理涉及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毛泽东指出，要处理好、管理好社会事务，全社会都要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

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⑦

对加强全社会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认为相关部门都要加强责任心。他尤其提出共产党应该管，青

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他特别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

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思想政治工作要讲究方法。社会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涉及的面广、人多、情况复杂，因此，毛泽

东提出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他指出：“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
武断、压制的方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⑧他还提出“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

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见效甚快”。为什么只能说服，而不能压服呢？他分析说，在人民有

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

权只能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
思想工作注意加强正面引导。毛泽东认为，做思想工作不是单纯地训斥人、批评人，要注意加强正

面的思想引导和精神鼓励。他特别强调要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他提出“要动员报纸、刊物、学
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

族自信心与自尊心”。要教育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以此作为自己的社会

公德。在思想教育中，还要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同长远的、全局性的、集体的

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

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⑨他还提出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并处理好远

大理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与此同时，还要讲讲历史，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青年们没有见过地

主剥削，也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当时也只有十岁左右，

对旧社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由他们的父母、老年人讲一讲过去，很有必要，不然不知道过去那段历

史。”⑩此外，也要对群众加强唯物主义教育，崇尚科学，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他提出还要教育全体人

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他认为这对搞好社会管理将起极大的促进作用。

五、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毛泽东提出，在为达到社会管理的远大目标的进程中，要注意组织、协调和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其

中，特别要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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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重要思想观点是毛泽东在 1956 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全党面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并非某一团体，更非某些个人

能完成，而应动员全国人民都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之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毛泽东提出我们必

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呢？他指出，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

盾。我们仔细地分析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以及他在《论十大关系》与《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著作中的思想内涵，不难发现：

其一，这一基本方针的贯彻是不能只有国家、中央政府一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同时具有中央和地

方、国家和企业、集体与个人、工人与农民、东部与西部等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要注意把上下左右、前前

后后、直接的和间接的、现有的和潜在的积极因素等都要充分调动起来。
其二，这一基本方针还要求“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存

在种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要求努力做工作，千方百计地化阻力为动力，化敌对为中立，化落后为进

步，总之，将消极因素尽量化为积极因素。
其三，这一基本方针要求我们无论是处理政治生活中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是处理经济建设或文化

建设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我们都应该本着民主的精神，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着想，允许“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把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协调好。
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以及他所提出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所遇

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而应采取的具体方针、方法，可以说，都结

合了中国“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这一基本国情。苏联式的建设道路，只注重发挥国家的积极性、
主体性，尤其是中央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性、积极性，但严重地压抑、忽略各地方、各企业、劳
动集体、众多的劳动者个人，特别是广大农民的主体性、积极性，这是我们不能效仿的。我们要从我国

的具体国情出发，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特别注意调动占人口 80%以上的农民的积极性，关注农

村，关心农民，改善民生，这才能齐心合力，发展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六、社会管理，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1955 年，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

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

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

化。”在这里，毛泽东讲了人类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要发展，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要有大的变化，就

必须制定长远的计划或规划。为此，他提出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管理，必须要树立“全面规划，加强领

导”的思想观点。
众所周知，所谓社会发展和管理的规划，就是指社会管理主体应按照预先确定的建设目标，运用

各种资源、力量，采取各种形式调节社会生活，促使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运行过程。在目前以社会化大

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按比例安排社会劳动，有效地组合各种资源，所

以，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计划或规划的调节就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建立在

以公有制为基础之上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公有制，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和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指导，就成为我们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按现实需求与出于长远

发展的考虑，就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计划和规划。
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与眼前利益相结合的计划与规划，它为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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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任务，由于它协调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源，又综合

运用各种调节手段去落实各项任务，因此，它就能使整个社会按照预定的目标稳定地向前发展。事实

证明，凡符合客观实际的计划或规划必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使国家的面貌发生显著的变化。
总结以往的经验，毛泽东认为社会管理要有规划，而且，这种规划要全面反映我国社会发展的客

观实际。因为社会管理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务，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军事、外交等，

因此，要讲究制定规划的整体性、全面性、协调性和有效性。1955 年，他在讲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指出

制定的全面规划就应包括：合作化的规划、农业生产的规划、全部的经济规划、文化教育规划，还有整

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等。总之，涉及到社会发展和管理的规划应当是全面的、系统的，而不应是

单方面的。而且，这种规划还应注意长远考虑与眼前利益相结合，注意规划中各方面的内容，既相区

别，又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形成一有机整体。只有这样去制定规划，去实施规划，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

总目标，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毛泽东提出，规划的制定，重在实施，而关键在于加强领导，组织落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

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輥輯訛当然，加强领导，就中央而言，必须加强集体领导，还要

讲究领导方法。在此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但到他晚年，在这方面也犯过严重的错

误，这是我们应引以为鉴的。

七、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

社会管理涉及的人和事太多太繁杂，毛泽东对此提出了要实行“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
的管理方针。

他主伙，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差异，也不平衡，平衡只是暂时现象，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

进，在不平衡中发展，克服一个不平衡，又将产生新的不平衡。根据这种矛盾的不平衡现象，毛泽东提

出在社会管理中，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考虑统筹兼顾、照顾重点、适当安排的问题。他说：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

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

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

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

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

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难办，推出门了事”。毛泽

东有分析说：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

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輥輰訛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前提下，各地区的关系应是互相合作、协调一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

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种情况，就为从整体社会发展

和管理的大局出发，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发展生产，充分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公平、合理的

分配创造了客观的可能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的方针就是以这种客观的可能性为前提的。
因此，它作为一个社会管理的方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实际，使全国人民都能各得其所，充分发挥积

极性和创造精神，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使全社会能保持稳定、协调、有序、和谐地向前

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要义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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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建国后党和政府如何加强社会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继承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的重大任务，学习研究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要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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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Thought on the Essentials of Social Managemen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O Zhi-bin，LU Tao

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Mao Zedong as the 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new China， to lead the party and people to carry out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h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blem of social management，therefore，put forward a lot of social management thoughts：first to

establish social management and lofty goals； Understand the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management；pay close attention to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security in the social management；strengthening

social manag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good at mobilizing all positive factors， serve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ocial manage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strengthen leadership；making

overall plans，outstanding key，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These ideas hav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m-Leninism

social management thought， at the same time， to carry out a party deep eighteen about strengthening social

management of the spir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new China；Mao Zedong；thought of social management；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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