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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对民生改善有深切的关注，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思想保障。
毛泽东事实上确立了民生改善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思想保障，为民生改善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强调加快经济建

设以改善民生；他重视文化建设，以文化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群众利益为根本。同时，毛泽东

民生思想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诸如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追求平均，忽视了效率

的提高；偏重生产建设，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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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关乎人民的生计与生活，关于“民生”一词的

内涵，不同时代的解读也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各学派提

出的亲民、爱民、富民、利民、安民、惠民的民本思想尽

管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民生思

想的光华，对于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

具有现实意义。早在先秦典籍《尚书·皋陶谟》就提到：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左传·宣公十二年》也曾提到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民生”一词发展到今天，其内

涵和外延涉及到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辞海》
中认为“人民的生计”即“民生”，可理解为人民的生活

与生计状况。笔者在《2012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就将

“民生”定义为基本生活需求、尊严和关爱，[1]本文也认

为“民生”涵盖收入与就业、居住与出行、安全与健康、
文化与健康几个维度[2]。

民生是人民生存之本，民生的改善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本前提，改善民生，是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之向往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关键一环。人民的生存发展状况直

接影响着人民幸福感、政府的形象、社会的凝聚力。从

这个意义上讲，民生并非小事，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

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一直都非常关心人民疾苦，关

注民生，重视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确

立了民生改善的政治前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

了民生改善的制度基础；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成为了民生改善的思想保障，形成了独具特

色、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民生思想。他虽然没有直接

使用“民生”这一概念，但他的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富

的民生思想，他始终关注“民生”问题，在他丰富的社会

主义思想中充分体现了对于“民生”的关切。面对中国

经济社会转型中日益凸显的民生问题，在新常态形势

下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生思想具有时代意义，

能为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改善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提

供价值引领，为改善民生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一、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当代语境下重温毛泽东经典著作可以发现，毛

泽东的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闪烁着历

史的光芒，投射出时代的气息，它深切表达了毛泽东对

人民疾苦的关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

结合中国的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内容丰富、影响深

远的民生思想。
（一）确立了改善民生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思想

保障

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

解放，建立了新中国，这对民生改善意义重大，由此实

际上确立了改善民生的基本政治前提，新政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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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生改善有了基本前提；而 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

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奠定了解决民生问题的

制度基础；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是党的根本宗旨，这实际上构成了改善民生的思想保

障，是毛泽东民生思想的突出亮点，对各级领导干部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得人心。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能为

民生改善提供物质基础，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需要

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毛泽东认为没有国家独立、
民族解放，民生问题自然也无从谈起，这实际上就是强

调民生改善需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政治前提。民生

改善不仅需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政治基础，更需要

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三大改造”完成后建立的社会主

义制度使民生改善有了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需要了解并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而民生问题恰

恰就是关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现实问题，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民生改善提供了价值引领，由此

可见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改

善民生提供了思想保障。毛泽东认为，要体现中国共

产党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执政理念需要把民

生问题解决好，切切实实改善人民生活，真正让人民

当家作主，真正让人民站立起来。毛泽东曾指出吃饭

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婚姻问题，

疾病问题都是需要十分关注并着重解决的，毛泽东所

说的几大方面问题都是民生领域的重大问题，可见毛

泽东的民生思想是较为丰富全面的，他注意到了人民

群众实际生活遇到的各方面问题。领导干部只有牢固

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才能够真正

把人民群众实际生活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解决好，把民

生改善好，才能坚持为人民谋福利，把人民利益放在第

一位。所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

一根本宗旨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思想保障，是毛泽东民

生思想的最突出亮点。毛泽东事实上确立了民生改善

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思想保障，这三者有机统一，三

位一体，为民生改善打下了坚实基础，影响深远，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
（二）发展经济，强调加快经济建设以改善民生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继

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应

当迅速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这个思想，虽然

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由于各方面因素毛泽东没能探索

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但他一贯重视经济发展，强调

经济建设能为改善民生提供物质基础。尤其是在早年，

这一思想尤为突出，早在 1934 年，他就强调发展中央

苏区经济，重视加强物质基础。而在建国前夕，毛泽东

提出了“用束缚还是解放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政党的

政策及其实践好坏的标准。”[3]这对后来邓小平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的观点有重要的启示。建国后，毛泽东

又强调：“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

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

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

合”[4]可见毛泽东不管在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都比较重

视经济建设，只是在晚年没有把正确的认识坚持下去，

犯了些错误。毛泽东还提出了：“一是关于解放和提高

生产力的理论”。[5]二是坚持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观点，

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认为发展就是为了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故在建国后，毛泽东在谈到农民问题时，

他指出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还曾风趣地说：“又

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

理。”[6]可见毛泽东强调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十分关注

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急于谋求发展，只是在如何发展

上他没有探索出合适中国的发展道路，走了一些弯路。
（三）重视文化建设，以文化丰富人们精神生活

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人不但要为中国人民的政

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要为中国人民的文化

革命而奋斗。”[7]他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强调人们精神生

活的丰富，号召人民群众积极学习先进的文化，与落后

文化作斗争。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指导思

想，确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正确处理古今中外文化关

系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和促进文化繁荣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

论》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

而即是民主的。可见毛泽东很早就强调文化的大众化，

强调文化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

者在做文化创作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上进行，要贴近群众生活，熟悉和认真学习群众的语

言，以人民群众为师，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与人

们群众打成一团，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改变过去对描

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悉的状况。具体说来，“革命

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

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8]。总之，文化的大众化不仅

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人民的政治觉悟

和思想水平，而且激发了人民群众巨大的精神力量，使

人民从文化的盛宴中受到了教化的作用，提升了国民

的整体素质，这对于当下改善民生有时代价值，对当前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启示。

经济思想研究 唐任伍，范烁杰 毛泽东民生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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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群众利益为根本

毛泽东一直提倡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

生，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先生和英雄，要真正做到依

靠人民群众发展生产以进一步改善民生。建国以后，毛

泽东提出：我们的权力来自老百姓，来自劳动人们，必

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以群众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毛

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强调要得

到群众的拥护，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群众组织

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毛泽东认为，新中国

成立后人民群众站起来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了国家

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维护好实现

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习近平的话语来讲就

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

共产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都离不开人民，离不开广大劳

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须为人民群众营造公平正义的

环境，切实为广大劳动人民办好事干实事，使人民生活

有明显改善。在毛泽东看来，党和国家最重要的依靠力

量是人民群众，民生问题的解决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激发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这
些思想体现了毛泽东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看作是

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所以说，毛泽东坚

持号召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利，

他的民生思想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为本切切实实为人民谋福利的。

二、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毋庸置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

导集体的带领下，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得到了解

放，中国的民生有了改善，特别是毛泽东为全面改善民

生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但毛泽东在探

索改善民生的道路上，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走了很

多弯路，也犯了一些错误，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

和徘徊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显著地改善，生产力

没有得到极大发展，文化建设的正确思想没能得到贯

彻落实，教育事业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人民幸福感没有

增强，民生建设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现在看来，毛泽

东民生思想的局限性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客

观规律

毛泽东作为中国民生建设的开拓者、探索者，是民

生建设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的奠定者，客观上在当时

的时代背景影响下，毛泽东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造成了他的理论和实践不相符合，其主观愿望是好的，

而实际结果却是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和发展，人民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没能得到释放，民生改善毫无物质基础。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照搬苏联经验，盲

目地追求建设的大规模和高速度，搬用战争年代群众

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坚持“一大二公”，过多地关

注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忽视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没有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忽视生产力发展

的客观规律，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民生改善

缺乏物质基础，造成人民群众生活困难，民生没能得到

改善。毛泽东曾坦言：“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

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

很少。”[9]可见毛泽东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在解放生产力

方面知识和经验甚少。邓小平后来总结说：“如果说我

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

忽略。”[10]邓小平弥补了毛泽东的不足。对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有正确的认识，特别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

践证明，忽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充分利用市场

和企业家的力量，盲目搬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式

进行经济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动力。生产关系

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会导致民生改善没有物

质基础，使民生实践遭遇严重挫折。
（二）过分追求平均，忽视了效率的提高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这种平均主

义思想深深影响了毛泽东，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后，平等

公平的制度设计是毛泽东的追求。在他看来，理想的社

会主义社会是不会有任何不平等的现象发生的，只能

体现绝对公平。事实上，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追求绝

对公平会导致效率低下，无法激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与创造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在

制度设计上，毛泽东照搬苏联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

模式，权利过分集中，所有制形式单一的苏联模式，在

分配上强调平均主义，这就造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

使得“干多干少一个样”，效率十分低下，人民群众没有

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毛泽东实施了苏联模式的供给

制，在所有制上，毛泽东急于发展生产力，片面追求高

速度，使新中国更快的进入共产主义，消除了生产资料

占有的差别，采取了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社会组织形式，

企图通过形式的公平来消灭这一差别，忽视了商品经

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了市场的调节作用，没能调动

起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没有清晰的认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允许有

商品经济的存在，商品经济是剥削阶级政治制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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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商品经济的存在会导致贫富差距和不公平的存在。
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邓小平曾指出，市场经

济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

场经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不充分利

用市场的力量发展经济，生产力得不到解放，民生建设

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物质基础。不可否认，毛泽东追求实

现社会公平，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制度设计是有问题

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片面以提高公有化程度来消

除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会导致效率低下和集

体贫困，反而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事实证明，不

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那种过分

追求平等公平的制度设计会导致平均主义和效率低

下，无法激发人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热情，会使得民

生建设缺乏物质基础，阻碍了民生建设的发展。
（三）偏重生产建设，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急于把“一穷二白”的中国

建设成为工业强国，这种偏重生产建设的思想忽视了

人民生活改善。尽管毛泽东民生思想中的闪光点是既

抓生产又抓生活，但由于受毛泽东主观思想和客观环

境的影响，尤其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毛泽东对社会主义

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毛泽东一味偏重

生产建设，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没能把探索中获得

的正确理论认识实践下去，没能把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理论纠正过来，最终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相背离，导致主

观愿望和实际结果截然相反，民生改善出现了偏差与

失误。在道路选择上，毛泽东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照

搬苏联的模式，重生产轻生活、重积累轻消费，其客观

环境是国家“内忧外患”，面临诸多挑战，甚至面临战争

威胁，迫切需要强大的工业，其主观愿望是为了迅速地

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工业化强国，但实际后

果是民生没能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没能得到提高。
毛泽东带领党和全国人民急于发展工业化，在当时中

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后果却

是严重的，人民生活没能得到改善，毛泽东“左”的思想

影响了全国，导致全国上下盲目自大，急于求成，偏重

生产建设，片面追求工业化规模和速度，使得人民群众

的生活没有显著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没能提高，

全国人民的民生水平没有大幅度的提高。

三、毛泽东民生思想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导向

在新形势下如何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重大议题。尤其在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

高速增长，民生问题日益复杂，其内涵也在不断随客观

环境变化而向外扩展，而研究毛泽东民生思想对于当

下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

要的实践意义与价值导向。
（一）从执政合法性及执政地位巩固的高度重视民

生问题

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中国自古就

有“国计民生”这一成语，因为民生问题关系到社会的

发展、人民的生活、政府的形象、社会的凝聚力乃至政

权和国运的兴衰与人心的向背。在毛泽东的民生思想

中将民生改善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联系起来，强调

民生建设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将其与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联系起来，强调民生建设的好坏关乎

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关乎人心的向背。民生改善关乎

人民福祉、人民幸福，毛泽东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这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影响深远，构成了

民生改善的思想保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影

响了各级领导干部，贯彻到了工作的各个方面，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能使人生活得有尊严，生活得到改善，而

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能凝聚民心，提高人民幸福感，这关

乎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及长久性。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权

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党的责任和任务

所在。但要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期，党面临着脱

离群众的危险，强化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任务

还很艰巨，必须在推动民生建设的实践中，让人民共享

改革成果，切切实实提高人民幸福感。因此，全党都要

深刻认识到民生改善的重要性，认识到当前推动民生

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

略目标的完成，要积极改善民生，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

成果，这关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必须深刻

认识到民生建设与人民幸福的关系，同时要树立民生

思想，研究领导人的民生思想，吸取其精华部分，在实

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同时要反思毛泽东在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汲取教训，避免再次犯

错误。
（二）审慎变革生产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以人为

本地解决民生问题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和改善民生的关

键。而改善民生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是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价值。毛泽东认识到了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但是在道路探索上没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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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毛泽东深知发展生产力的

重要性，深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够为民生的改善提

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他急于求成，照搬苏联模式，没

能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没能使生产力得到快

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更多地关

注人民的生存发展状况，更好地改善民生，这要求党的

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改善民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如何发展生

产力的问题上毛泽东由于自身的原因走了不少弯路，

犯了一些错误，他更多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是我

们应当汲取的教训。
民生问题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实现与改善民

生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与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让

人民群众幸福的生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明确生产发

展的价值目的是经济与社会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

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强调民生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题，需要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

展，高度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注重解决好与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教育卫生事业问题、养老问题、就业

问题、生态问题、安全保障、住房问题等。这一系列问题

需要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加注重科学发展协

调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解决。毛泽东民生思想认为，生产

的发展是为了使民生改善有物质基础，生产的发展是

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

此，鉴于新形势，应该转变经济发展理念，树立以人为

本的发展理念，改变传统思维定势，改变传统单纯追求

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转向以改善民生、保障民生

为目标的发展观，让人民对美好生活有向往，让人民生

活得更加幸福，让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应该认识到，

发展必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既要高度重视当下人民

的生计，又要关注今后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

福指数，实实在在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当下的人

民群众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要让子孙后代也

能幸福地生活。
（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把改善民生作为

效率与公平的结合点

民生问题涉及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正确处理好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利于民生的改善，效率为民生的

改善提供物质保障，没有效率，民生的改善就没有物质

基础。公平是民生改善的前提，没有公平，社会差距越

来越大，人民的不公平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

强。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强调平均主义，“一大二公”，吃

“大锅饭”，这导致了效率低下，生产力没能得到解放，

人民劳动积极性不高，人民群众普遍贫穷，使得民生建

设没有物质基础。邓小平后来深有感触地总结道：“过

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

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为了摆脱贫困，邓小平打

破了平均主义，充分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和创造

的积极性，同时开启了市场的力量，把企业家的才能调

动了起来，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和人民的创造力，极大地

解放了生产力。在政策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

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勤奋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

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1]这使得有能力的群众率先富

了起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民生得到了极大地改

善。在收入分配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

度，激发了人民创造的积极性。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的论断，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确实使人民

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

善，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整个社会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欣欣向荣之景象。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效

率优先原则下，虽然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政策法规不

够完善，社会体制不够健全，导致了机会的不平等，规

则的不平等，胆子大的富了起来，发展的成果没有让全

体人民共享，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这些凸显出利益分配

不合理而产生的民生享有权不均衡化现象，严重影响

了民生的进一步改善，这要求党和政府“初次分配和再

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要更加

注重公平。”[12]建设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创造机会平

等、规则平等的良好氛围，让人人有机会，让有机会先

富起来的带动更多的人在公正的环境中富裕起来，要

把改善民生作为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最佳

结合点，让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公正、公平地为

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这是实现与改善民生的重要内

容，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战略目标必须关注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重要一环。
（四）以民生为重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

国梦奠定基础

古往今来，小康的思想和理念层出不穷，小康社会

是执政者一直不断追求的目标和奋斗方向。在改革开

放初期邓小平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提出了小

康社会，进入新时期，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得

到了很大的改善，全国总体上步入了小康社会，党的十

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上进而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而到了党的十八大，中共中央审

时度势，站在时代的高度，根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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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一字之

变，意义深远，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必然要求和关键环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

适应了当今我国的国情社情民情，符合人民群众提高

生活水平的期待，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有利于解决发

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关键

时期的客观要求，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战略支持。民生改

善和全面小康相互促进，紧密结合，两者有机统一，民

生的改善能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同时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必须以民生建设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民生改善促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战略支持，能

最大限度地消除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不稳定

因素，进而为改善民生奠定坚实基础和有利的外部环

境。民生建设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的建成，民生得不到

改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

务就不可能完成；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民生建设提

供了战略导向和价值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为民

生改善提供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和战略支撑。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民生建设，要把民生

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切入点，以民生促

小康。同时要以民生的改善程度和人民的幸福感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尺，要以民生改善保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成小康提供坚实的基础，以

民生改善为重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保民生，这样才能在 2020 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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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Though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Tang Renwu，Fan Shuojie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devoted himself to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people's livelihood. He proposed the basic purpose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which provide the ideological support to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In fact, Mao Zedong
established political premise, system base and ideological guarantee of improving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He stressed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enrich
people's spiritual life, and closely relied on the people and took the masses interests as the fundamental. Meanwhile, his
thoughts of people's livelihood ha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for example, he was eager to change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neglected the objectiv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excessively pursuit average but neglected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put emphasis o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but neglected the improvement if people's life.
Key words：Mao Zedong; People's livelihood thoughts;Contemporary valu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Objective law; Livelihood
issues; Productivity; Equity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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